
生命的季節「下」﹕無常的人生「傳道書」 黃萬麟（Nicholas Wong） 

   
 2024T4 Page 1 

  

生命的季節「下」﹕無常的人生「傳道書」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若然不報，時辰未到」。這是很多人的生命

指標和信念；您同意這因果關係嗎？ 

 

年輕時，我們相信這是金科玉律。但年紀大一點後，我們發覺在現實

世界中卻可能是相反的。然而年紀再大一點後，我們明白到生命的因

果原來是不可預測的。這是您的心路歷程嗎？ 

 

舊約聖經中的智慧人瞭解人生交織著「正常」、「反常」和「無

常」。他們在智慧文學中教導我們： 

（1） 箴言針對正常的人生說話； 

（2） 約伯記對反常的人生說話； 

（3） 傳道書對無常的人生說話。 

 

我們會在上學期讀箴言和約伯記，而下學期讀傳道書。邀請大家一

起聆聽和討論，學習如何在複雜的人生中「行公義、好憐憫、存謙

卑的心與上帝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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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循環、無意義的荒謬 

 

I. 傳道書的背景 

A. 猶太人的傳統﹕他們在住棚節時一起讀傳道書，思想人生的意義 

B. 作者 

 作者自稱為「傳道者」，這詞原文是「召集者」或「集會的發言人」 

 他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王、是大衛的後裔、享盡榮華富貴、又滿有智

慧和多作箴言；教會傳統認為作者就是所羅門 

 但有不少學習認為本書接近被擄後猶太人的苦況，加上書中原文的字

和文體受到被擄後亞蘭文的影響，應屬於後期作品 

C. 成書日期 

 如果所羅門是作者﹕應該是他晚年離開上帝後，重新反省人生、價值

觀念和行為後的結果 

 如果作者不是所羅門﹕猶大亡國被擄後的作品 

D. 主題、特色 

 聖經中「最無神論」的一卷書？ 

 作者並沒有用摩西五經去回應生命遇到的問題、他卻多次以「我」作

出發點去帶領讀者反省，因此作者是從一個實存的角度作起始點 

 本書的基礎是建立在上帝的創造觀上﹕上帝是天地的創造者、祂對受

造物預備了計劃、祂對萬物有絕對的主權、祂仍然掌權 

 書中用平常生活的例子挑戰我們的信念和先入為主的觀念 

 書中提到人生往往有出人意料的事和荒謬的事情；我們會看其中四個

荒謬﹕ 

− 循環、無意義的荒謬 

− 定命的荒謬 

− 無公義的荒謬 

− 生命消逝的荒謬 

E. 要知行合一 

 

 有信仰的人生 無信仰的人生 

有信仰的人   

無信仰的人   

 

 

II. 重復的人生有甚麼意義呢？ 
A. 中國南宋詞人辛棄疾的「醜奴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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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B. 卡謬（Albert Camus）在「薛西弗的神話」 The Myth of Sisiphus 中說出一個現

代人的焦慮；你認同嗎？你有過這樣的經歷嗎？ 

C. 傳道書第一章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一代過

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

地。風往南颳、又向北轉、不住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江河都

往海裡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萬事令人厭煩

〔或作萬物滿有困乏〕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

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那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

了。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經練

的、是極重的勞苦。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

風。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我心裡議論、說、我得了大

智慧、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而且我心中多經歷智慧、和知

識的事。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因為

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凡事都是虛空」﹕你同意嗎？對你來說，甚麼是「凡事」？工作？

家庭？與上帝的關系？ 

 「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 

− 甚麼是「日光之下」？ 

− 那麼日光之上呢？ 

 不要誤解「彎曲的不能變直」的意思 

 不斷重復不能改變的事，卻沒有滿足！後來也不被記念！這有甚麼意

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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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循環、無意義的荒謬？ 

A. 人生的重復﹕傳一4-8 

B. 創新的假象﹕傳一9-10 

C. 人在沒有意義的生命中有三種反應﹕ 

 人變得「植物化」（passive） 

 人變得有破壞性 

 人追求享樂（享樂主義） 

− 傳二3-8，20-23、五10 

− 有效嗎？ 

− 傳道書三11 

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 古教父奧古斯丁在他的懺悔錄（Augustine’s Confession）中提到上帝在

創造人的時候，在人的心中留了一個空間，只有祂的同在才能滿足 

 

 突破「循環的荒謬」就是經歷上帝在我們生活當中的同在﹕ 

 

人莫強如喫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論

到喫用、享福、誰能勝過我呢。  【傳二24-25】 

 

A person can do nothing better than to eat and drink and find satisfaction in their own 
toil. This too, I see, is from the hand of God.  （NIV） 

 

 突破「享樂的荒謬」就是存感恩的心境；參考保羅的話﹕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

來、也不能帶甚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前六6-8】 

 

 

IV. 功課 

A. 你覺得人生是否「整定」呢？ 

B. 你同意「Ignorance is bliss 、無知就是幸福」這話嗎？ 

C. 讀傳道書三1-9。你對這裏提到「定命的荒謬」有甚麼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