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道书》综览】──虚空 
 

【宗旨】本书的主要内容──所罗门在神的灵的感动下，回顾他往时远离神追得世界后的失望和不满

足，在其生命中种种消极和厌世的见解。故他得到一个结论：趁早、趁着年幼，记念神、敬畏神，乃

人生蒙福之路。本书的主要事实──(1)所罗门个人的经验(一～二章)；(2)所罗门观察的结果(三～五章)；

(3)所罗门实际的劝告(六～八章)；(4)所罗门回顾及结论(九～十二章)。本书的主要作者──所罗门。 

(一) 本书帮助基督徒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将虚浮、悲观的人生，化为积极、喜乐、荣耀神的人

生。 

(二) 本书也可作为传福音之用，帮助人明白人生虚空的真相，因而寻求神，过一个积极和有意义的人

生。 

【背景】本书的希伯来原名是 Koheleth，意即一个「召集聚会者」或「大会召集人」，又可译为「编译

者」或「传道者」。这一词曾在一 1～2，12，七 27，十二 8～10 出现共七次。除此以外，这词并没有在

旧约其他书卷里用过。希腊文七十译士旧约圣经则将本书命名为 Ecclesiastes，也指「传道者」之意，字

源于 ekklesia (集会) 。中文译本译为《传道书》。 

本书作者乃为所罗门，因书中自证如下：(1)作者乃是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作王(一 1，12)；(2)他得

了大智慧，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一 16 及二 9 对照王上三 12～13 及四 29～30)；(3)他为自己动大

工程，建造房屋(二 4～6 对照王上七 1～2)；(4)他为自己积蓄各样财宝，又有许多妃嫔(二 8 对照王上九

28，十 10～11，14～24，十一 3)；(5)他陈说许多箴言(十二 9 对照王上四 32)。圣灵所以拣选所罗门写这

一卷传道书，是因为他曾有一段失败的历史。神立他为君王，又赐他极大的智慧。他起初是凭智慧来

治理祂的百姓，可是他后来却恃智慧自傲，放纵情欲，背叛神，寻求地上的奢侈生活。神曾规定「只

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

可再回那条路去」(申十七 16)；可是他‘有套车的马四万，还有马兵一万二千」(王上四 26)，「是从埃

及带来的」(十 28)。神又规定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申十七 17)；可是他有「妃

七百…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王上十一 3～4)。神又规定王「不可为自己多

积金银」(申十七 17)，可是他的金子顶多，「银子算不了什么」，「多如石头」(王上十 10～11，14～27)。

所有关于君王的条例都被他破坏无遗。他有最高的地位，极大的智慧，顶厚的财力…，可以说，在日

光之下没有别人比他具有更足够的条件去追求地上的的学问、名利、享受、娱乐等等，结果他都得着

了，却仍不能满足，他从经验中只能得到一个结论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传一 2) 。所以也可以说，日光之下没有别人比他具有更足够的资格来写这卷传道书。本书约写于主前

936～930 年间，地点应在耶路撒冷。 

【本书的重要性】本书是所罗门在失败时的心路历程，他的经历不是要人去效法、追求、拥有；他的

思想也不是要人好像教训那样全盘接受。相反地，他透过他的观察与经验，道出日光之下一切皆空。



因此，他劝勉读者，尤其是年青人要面对那按公义审判和主宰一切的神(十一 9，10)，要敬畏神，谨守

他的诫命。因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十二 13)，这也是《传道书》的结论。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人生

虚空的真相，和如何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因而将虚浮、悲观的人生，化为积极、喜乐、荣耀神

的人生，就必须读本书。 

【如何研读《传道书》？】 

(一) 先把本书读二遍，留意在第二、五，和八章之小结，和十二章之总结。在读本书时，需要同时

与箴言书一起研读，前后查考，将神的教训话语，和人的见解言论，互相分析比较，便能深入

了解，领悟要旨，排除难题。此外，如果在未读本书之前先能明白本书的中心思想，有很大的

帮助。 

(二) 《传道书》是一卷非常不容易明白，也常被误解误用的书。甚至有人认为本书不应列入圣经。

因为书中存有人的牢骚，厌世观念，宿命论，怀疑主义等，又有与其它经卷矛盾的言论等。因

此，读本书时，不要断章取义地读，乃要整卷从头到末了全盘研究，也不要把某一段和某一节

当作绝对真理；乃应将每一部分摆放在全书的中心思想来看。再者，本书在圣经中只是一部分

的真理，它最后的结论虽是真确，但若以此为最后定论，仍是以偏概全，是不正确的。况且圣

灵的启示是渐进的。本书中对来世、死亡等没有正面积极的解释，对生命的本质和内容也没有

全面的启示，还需要进一步的启示，尤其是新约所补满。故此书各种论调和以上矛盾，应以整

本圣经的一贯思想，尤其是新约的教训来衡量之。 

【本书钥节】 

【传一 2】「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证实人

在日光之下纵然得了全世界的学问、知识、金银、财宝、名声、地位、娱乐、享受，… 等等，如果没

有神，仍属虚空，终局将是死亡( 来九 27)。本书的每一段都是「在日光之下」 的观点来写，也就是从

人的思想和经验这立场来看人生。因此本书里面所有消极和悲观的论调，都是人在远离神失败的情形

中的见解，而不是神在人正常的情形下所给的启示。 

【传二 11】「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

之下毫无益处。」人若真知道这些在日光之下的事，没有神便是捕风捉影，就不会去寻找追求这些「地

上的事」，也不会一天到晚营营役役地去「赚得全世界」，不知老之将至，而「赔上生命」，更不会因为

得不着地上的虚荣、财富、宴乐等而产生痛心和失望，被「许多愁苦刺透了」。但我们有一胜过虚空世

界的生命，过一个活在日光之上的生活，见证神的各种美德，并盼望等候将来的荣耀。 

【传十二 1】「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

当记念造你的主。」本节是《传道书》的总结，也是所罗门肺腑感言论及如何解决人生「虚空」之道—

—趁着年少时为创造主而活，因而过一个喜乐而有意义的人生。 

【本书钥字】 

「虚空」【传一 2】——是全书钥语，共出现 37 次。「虚空」涵盖了以下几种含意：徒劳无益、无意义、

空乏、无所获、短暂、不可靠和脆弱等。「虚空」在希伯来的原文是「哈伯儿」(habel 或 hebel)，指「一

口气」。有的解经家把它引伸作「吹气泡」，就像小孩所吹的肥皂泡，容易消失，留不住也抓不住。的



确，地上所有的虚荣、金钱、美色、罪中之乐，都像肥皂泡上的虹彩，「在日光之下」显得美丽、可爱，

可是转眼之间便归无有，成为「虚空」。本书最少可列出十项「虚空」的事： 

(一) 智慧的虚空—— 智与愚均难逃一死(二 15～16)；   

(二) 劳碌的虚空—— 勤劳与懒惰的命运没有不同(二 19～21)；   

(三) 目标的虚空—— 谋事在人，成事在神(二 26)； 

(四) 竞争的虚空——成功只带来更多的嫉妒(四 4)； 

(五) 贪婪的虚空—— 物欲是无底深渊，填之不满(四 7～8)；     

(六) 名誉的虚空——只像过眼烟云，转眼即逝(四 16)； 

(七) 金钱的虚空——财富增加，平安减少(五 10)； 

(八) 妄想的虚空——多赚不能多享，徒增烦恼(六 9)； 

(九) 无聊的虚空——只能带来无可避免的悲惨结局(七 6)； 

(十) 报偿的虚空——行恶得奖，善恶没有不同(八 10、14)。 

「日光之下」——本书曾用了 28 次，特指人、事、物都在天然和远离神的情况之下， 尽是捕风捉影， 

转眼成空，都因没有蒙到救赎和更新。传道书中的每一段都是在「日光之下」的观点来写的，也就是

从人的思想和经验这立场来看人生。然而基督徒却得着神的生命，在「日光之上」有荣耀，有永恒，

有生命，有满足，有愉快和喜乐。感谢神，今天基督已经来了，惟有祂才能使人有喜乐、智慧和人生

终极的安息，人的灵魂必须归回这位牧人，在祂里面才有丰盛的生命和满足，因此，在日光之下(under 

the sun) 的无神生活与在基督里的「日光之上」(above the sun)生活是有何等强烈的对比： 

在日光之下 在日光之上(在基督里面) 

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工作)有甚么益处呢?(一 3)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工作)的，必成全这工…(腓一

6)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 9)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都变成新的了。(林

后 17) 

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一

14) 
…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 58) 

我恨恶一切劳碌的果子，就是我在日光之下…

(二 18 另译)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西一 10)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他身后

在日光之下有甚么事呢?(六 12)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三 16)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

下所作的事…(八 17) 
…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十三 12) 

在日光之下…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归死

人那里去了(九 3) 

…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约壹五

11) 

愿我们从此卷书中得着教训，不要一天到晚营营役役地去「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

益处呢？」(太十六 26) 。但也不要落在脱离现实，偏重超世的错误里。乃是活在神主宰的权柄下，欣



然接受祂的安排和供应。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提前六 6)，同时追求那些永远长存的，盼望等候将来的荣

耀，当祂来时在审判台前得着祂的奖赏。因此，让我们多多去经历基督丰盛的生命，同时传扬见证这

位赐人生命的主，好叫我们今世与人同享福音的好处。 

【本书简介】本书指出人若离开神，以属世的事物为目标，最终必是虚空，徒劳无益，不能满足；同

时亦指出神是美善的根源，只有祂能使人生有价值，故要敬畏神。 

【本书大纲】本书共十二章，较难明显分段。我们根据本书「虚空」的性质，略分成三段： 

(一) 主题——万事皆「虚空」(一 1～11)； 

(二) 验证——描述人在「日光之下」各类「虚空」的事实(一 12～十一 8)； 

(三) 结论——敬畏神是解决「虚空」之道(十一 9～十二 14)。 

【本书内容摘要】 

(一)引论(一1～11)——本书在提出作者身份后，便开宗明义地宣告人在日光之下万事皆空，无永存价值;

指出人生劳碌之无益(一3)，人生之短促(一4)，世事之无常(一5～7)，万事皆可厌(一8～10)与及

人终被遗忘(一11)。 

(二) 论证 (一12～十一8) ——有了上述的前言，作者便从个人的经历和观察辩释他的引论。 

1) 他先以个人的经历在三 (或四) 方面论证他的主题 (一12～二26) 

a. 学术智慧的虚空 (一12～18) ，因不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b. 属世娱乐的虚空 (二1～11) ，因不能填满内心; 

c. 成功及劳碌工作的虚空 (二12～26) ，因最终结果乃是死亡。 

2) 此后，他再配合自己对世事的观察，证明一切皆空 (三1～十一8) 

a. 万物皆有定时，神早已定规并审判一切 (三1～22); 

b. 世上多人受欺，生不如死，更甚者人多劳碌，却招来嫉妒，也不知道为谁，并且名誉仅

存片刻，便归无有 (四1～16) 

c. 属人宗教之缺陷 (五1～7); 

d. 财富不能保证有满足，甚或带进祸害，而财富乃是从神而来 (五8～20); 

e. 劳碌辛苦得来，却给别人享用，故没有长处，只加增虚浮 (六1～12); 

f. 虽然智慧比愚拙强及有能力，却不能改善社会的不公平，也不能使寿命加长 (七1～八9); 

g. 恶人义人之遭遇均不可测，对神的作为更不可知，惟知善恶皆有同等结局—死亡 (八10～

九6); 

h. 活着时当享用神的赐与，因不知定期 (九7～12); 

i. 智慧人不蒙记念及掌权者之智愚 (九13～十20); 

j. 人撒种要得粮，但结果无人能料 (十一1～8) 。 

(三) 结论 (十一9～十二14) 

1) 人生虽虚空，却有一位神要审问人，作者故此劝告后来之青年人，在年老衰败之前寻求神 

(十一9～十二8); 

2) 也劝告所有的人敬畏那位审问人的神，守祂的诫命 (十二9～14) 。 



【本书特点】 

（一） 《传道书》是旧约五本智慧书的第四卷：《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

《雅歌》。本书与其他四卷的关系，章伯斯(Oswald Chambers) ，「《约伯记》告诉我们如何受

苦；《诗篇》说到如何祷告；《箴言》说到如何行事；《传道书》告诉我们如何享受；《雅歌》

说到如何爱。」 

（二） 《传道书》可算是圣经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卷，它是从属人智慧的观点写成。这种智慧与

箴言所论的截然不同。后者乃是论到属天、出于神真正的智慧，人去追寻并实行之就可得福；

而本书却是从人的角度，即是属地的智慧来观察世事，并没有启示的亮光，所得的结论是「凡

事都是虚空」。本书其中一个主题是虚空(徒劳无益)；虚空的事物最少有下列各项：(1)学识(一 7～

8) ;(2)智慧(一 16～18) ;(3)享乐(二 1～2，十一 8) ;(4)生命、智愚一样(二 15～17) ;(5)劳碌(二 18～23，

四 7～8) ;(6)技艺(四 4) ;(7)地位，成功(四 16，二 11) ;(8)贪婪(五 10，四 6);(9)积财、积蓄(五 11～

17，二 26) ;(10)妄想(六 9) ;(11)存在(六 12) ;(12)善恶(八 10，14)。 

（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三 16)，但圣经所包含的，不但有神自己所说的话，也有人的说话，

甚至魔鬼的说话。本书是所罗门晚年在神的灵感动下，追叙他往时远离神、追求世界后的失望

和不满足，在其中生命种种消极的见解。他有最高的地位，超绝的智慧，顶多的财富…，可以

说在日光之下没有甚么东西得不着的，但却仍不满足。他所有的见识和经验，带出本书的中心

思想，就是证实人纵然赚得全世界的学问、知识、金银、财富、名声、地位、娱乐、享受等一

切，如果离开神，忘记神，仍属虚空，终局将是死亡(来九 27)。结果就产生悲观主义、唯物主义、

怀疑主义、宿命主义等论调。本书每一段都是「在日光之下」的观点来写，也就是从人的思想

和经验这立场来看人生。因此，里面所有消极和悲观的论调，都是人在远离神失败的情形中的

见解，而不是神在人正常的情形下所给的启示。故此本书在圣经中是必要的，因为它使人知道，

如果没有神，生活就虚空。它引发人敬畏神，甚至寻求神和永生，去认识「日光之上」的事物，

才是重要的。总言之，本书是所罗门在失败时的心路历程，他的经历不是要人去效法、追求、

拥有；他的思想观念也不是要人好像教训那样全般领受，乃是说出一个真理：日光之下一切皆

虚空；记念神、敬畏神是人生的本份。 

（四） 本书也提及有关神与人的真理，如神的存在(三 14，五 2)，神的主权与大能作为(六 2，七 13，

九 1)，神的公义鉴察(五 8，八 12，13)，神的审判与报应(二 26，三 17，八 12，十一 9，十二 14)，

人的罪恶(七 20，九 3)，人的渺小有限(八 8，17)及人会朽坏(十二 7)等。但最大的论点乃是要敬

畏神(三 14，五 7，七 18，八 12～13，十二 13)，这是人的责任—「该尽的本份」。再者，敬畏

神的原因是「因神必审判各人的行为」，这种对神的认识，并不完全。本书中共 40 次提到神，

都是以「以罗欣」 (Elohim) 来称呼，而「耶和华」 或「主」在本书中没有用过一次。这可证明

所罗门只是一位敬拜创造主的人，对耶和华这与救赎有关的称谓却不认识，也从未使用。无论

如何，所罗门在本书结束时指出所有人的行事为人有一天都要向这位至高的神交账，在日光之

下的生活将会在属天的角度中受审判；人生的路向是有永恒意义的，因要在神面前负责。作者

透过不断的观察与经验，虽然道出人生表面上是虚空无益，但他还劝勉读者，尤其是青年人，



因认识要面对那按公义审判和主宰一切的神，就当在世敬畏祂，谨守祂的诫命，也享用祂所赐

给人的份。 

（五） 本书是传福音时最好的实物教材。它指出人离开神，其生活就是虚空或不满足。可引用所罗

门的例子， 没一个人像他那样享尽荣华富贵， 但最后却是「虚空的虚空， 日光之下凡事都是

劳碌，烦恼，捉影捕风」。(本书最少可列出十项「虚空」的事)。神创造世界和其上各物本是美

好的， 但始祖堕落，世界就变质成了虚空，今天人和万物都服在这虚空之下(罗八 18～25)，而

神却已将永生放在人心里(三 11)，人不认识神，不归向神，不敬畏神，在日本书光之下过无神的

生活，必定是虚空。人实在需要神和他的救恩，好在日光之下过丰盛满足的生活。十二 1～8 节

以诗意论及人老、 死的情景，对劝趁年幼及时信主很有警惕！ 

（六） 本书在圣经中，是一本相当晦涩难懂的书，有许多词语独特无双，暗喻和惯用语需熟知当时

的背景方能领悟。本书似乎含有太多消极的思想，若不小心，容易误以为本书在教导人厌世的

观念，例如： 

经文 内容 与其他经卷比较 

一 18 多有智慧多有愁烦 要寻求智慧(箴八 32～36) 

二 10，24，三 22，五

18，十一 9 
人生要求莫如吃喝行乐 不要贪食醉酒(路廿一 34) 

二 16 智愚并无异 当作智慧人，不作愚昧人(弗五 15) 

二 17，18 生命与劳碌皆可恨 
生命是神赐的，要劳碌作工 (徒十七 25；帖

后三 8) 

三 19 人兽一样，结果都要死 人乃强于兽，人是高贵的(创一 24～30) 

七 16，17，九 2 行义与行恶不要过分； 

义与恶之报皆一样； 

行义是义人，犯罪是属魔鬼(约壹三 7，8)； 

行善得生，作恶定罪约五 29；林后五 10) 

四 2，九 5 活不如死，死不如活(自相矛盾)  

九 10 人死结束一切 死人皆受审判(启二十 11～13) 

其实，本书是藉否定世人所追求的目标，来改变人们所应当追求的方向。 

【默想】 

 「《传道书》是作者受圣灵感动而写的，它代表一个人若忘记了神的失败和悲观论。他凡事只看见

日光之下的劳苦，而不知道日光之上的，才是重要的。你若要知道一个最聪明，最有学问，同时也

是最有地位的人可以落到什么地步，就应看本书作者的自述——一个把神拚诸门外的人的结局。」

——摩根 

 「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得上传道书中那种对人生极大的痛苦和快乐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对成功和失

败的看法，以及那种忧伤的高尚情操。再没有任何诗歌可媲美《传道书》所给予人在属灵上的启发。」

——史德曼 



 「在《箴言中，生命的开端是敬畏主；在《传道书》中，生命结束于敬畏主。敬畏主不仅规范我们

在地上的脚步与行事，更且指引我们的心向天而去。」——江守道 

【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感谢赞美袮，因为袮赐给我们这一卷【《传道书》】。袮不愿意我们过一个

虚浮、悲观的人生，但袮要我们过一个积极、喜乐、荣耀袮的人生。把我们从所生活的虚空中释放出

来，好使我们能在万有中享受袮，在袮里面享受万有。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诗歌】【日光下劳碌有何益】(《选本诗歌》84 首第 1，2，5 节)  

(一) 日光下劳碌，有何益？令人厌，万事无新奇！ 

一过去，无人再记忆！虚空的虚空！ 

(和)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凡事都虚空，如捉影，如捕风。 

(二) 人生的经验是苦难：多有了智慧，多愁烦！ 

增加了知识，增悲叹！虚空的虚空！ 

(五) 趁幼年，当念造你主！敬爱祂，才是乐与福！ 

有了祂，心满意也足！惟祂不虚空！ 

视听――日光下劳碌有何益～YouTube  

 

【参考大纲】 

引言 主题论证 结论 

一上 一下～十一上 十一下～十二 

 辨证 阐明 劝勉 

凡 个人经历(主观) 个人观察(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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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二  三～十一  十一～十二  

探索(一～六) 训诫(七～十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mTxqCL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