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道书第三章译文对照 
 

【传三 1】 

 〔和合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吕振中译〕「凡事都有定期，天下各样的事务都有定时：」 

 〔新译本〕「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现代译本〕「天下万事都有定期，都有神特定的时间。」 

 〔当代译本〕「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凡事也必有定期。」 

 〔文理本〕「凡事各有其时、天下诸务、咸有厥期、」 

 〔思高译本〕「事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 

 〔牧灵译本〕「事事有定时，天下万物皆有时：」 

 

【传三 2】 

 〔和合本〕「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吕振中译〕「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新译本〕「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种的也有时；」 

 〔现代译本〕「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 

 〔当代译本〕「诞生与死亡，耕种与收割，」 

 〔文理本〕「生有其时、没有其时、植有其时、拔所植者、亦有其时、」 

 〔思高译本〕「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栽种的亦有时；」 

 〔牧灵译本〕「生有时，死有时；种植有时，铲除有时；」 

 

【传三 3】 

 〔和合本〕「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吕振中译〕「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了破口有时，建造有时，」 

 〔新译本〕「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现代译本〕「杀害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当代译本〕「杀戮与医治，拆毁与建造，」 

 〔文理本〕「杀有其时、医有其时、毁有其时、建有其时、」 

 〔思高译本〕「杀戮有时，治疗有时，拆毁有时，建筑有时；」 

 〔牧灵译本〕「屠杀有时，治疗有时；拆毁有时，建筑有时；」 

 



【传三 4】 

 〔和合本〕「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吕振中译〕「哭有时，笑有时；举哀有时，踊跃有时；」 

 〔新译本〕「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踊跃有时；」 

 〔现代译本〕「悲伤有时，欢乐有时；哀恸有时，舞蹈有时；」 

 〔当代译本〕「哭泣与欢笑，哀伤与雀跃，」 

 〔文理本〕「哭有其时、笑有其时、哀有其时、舞有其时、」 

 〔思高译本〕「哭有时，笑有时，哀悼有时，舞蹈有时；」 

 〔牧灵译本〕「哭有时，笑有时；哀悼有时，舞蹈有时；」 

 

【传三 5】 

 〔和合本〕「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吕振中译〕「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停止怀抱有时；」 

 〔新译本〕「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拥抱有时，避免拥抱有时；」 

 〔现代译本〕「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落有时；」 

 〔当代译本〕「抛石与堆石，拥抱与避开，」 

 〔文理本〕「掷石有其时、积石有其时、怀抱有其时、不抱有其时、」 

 〔思高译本〕「抛石有时，堆石有时；拥抱有时，戒避拥抱亦有时；」 

 〔牧灵译本〕「抛石有时，集石有时；拥抱有时，冷淡有时；」 

 

【传三 6】 

 〔和合本〕「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吕振中译〕「寻找有时，失掉有时；保守有时，抛弃有时；」 

 〔新译本〕「寻找有时，舍弃有时；保存有时，抛弃有时；」 

 〔现代译本〕「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 

 〔当代译本〕「寻找与遗失，保存与丢弃，」 

 〔文理本〕「寻有其时、失有其时、存有其时、弃有其时、」 

 〔思高译本〕「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 

 〔牧灵译本〕「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丢弃有时；」 

 

【传三 7】 

 〔和合本〕「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吕振中译〕「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说话有时；」 

 〔新译本〕「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讲话有时；」 

 〔现代译本〕「撕裂有时，缝补有时；缄默有时，言谈有时；」 



 〔当代译本〕「撕裂与缝合，缄默与言谈，」 

 〔文理本〕「裂有其时、缝有其时、默有其时、言有其时、」 

 〔思高译本〕「撕裂有时，缝缀有时；缄默有时，言谈有时，」 

 〔牧灵译本〕「撕毁有时，缝补有时；缄默有时，言谈有时；」 

 

【传三 8】 

 〔和合本〕「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吕振中译〕「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新译本〕「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现代译本〕「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当代译本〕「爱慕与恨恶，争战与和睦，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定时。」 

 〔文理本〕「爱有其时、恶有其时、战有其时、和有其时、」 

 〔思高译本〕「爱慕有时，憎恨有时；作战有时，和睦有时。」 

 〔牧灵译本〕「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传三 9】 

 〔和合本〕「这样看来，作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吕振中译〕「那么、人在他所劳碌的事情上作工、有甚么益处呢？」 

 〔新译本〕「作工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甚么益处呢？」 

 〔现代译本〕「那么，我们一切的劳苦有甚么用处呢？」 

 〔当代译本〕「那么，人劳碌究竟是为了甚么呢？」 

 〔文理本〕「操作者之劳力、何益之有、」 

 〔思高译本〕「工作的人，从劳苦中得了什么利益﹖」 

 〔牧灵译本〕「那么，人从他的艰辛劳作中得到什么益处呢？人无永恒」 

 

【传三 10】 

 〔和合本〕「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吕振中译〕「我看神将劳苦的事给人类，使他们在其中去劳碌。」 

 〔新译本〕「我看 神给予世人的担子，是要他们为此烦恼。」 

 〔现代译本〕「我看出神使我们负荷沉重的担子。」 

 〔当代译本〕「我察觉神给人各种的工作，目的是使他们不致投闲置散。」 

 〔文理本〕「我见神畀人苦任、以之为务、」 

 〔思高译本〕「我观察了天主交予人类所应从事的事务，得知：」 

 〔牧灵译本〕「我认为天主使人类所处的立场，是为叫人知道谦逊。」 

 



【传三 11】 

 〔和合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然

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吕振中译〕「神造万物、按其定时都很美好；他也善忘性〔或译：永恒望〕安置于人心里，以致神

从始至终的作为、人都不能查出。」 

 〔新译本〕「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虽然这样，人还是不

能察觉 神自始至终的作为。」 

 〔现代译本〕「他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他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却不使我们完全明白他一切的作

为。」 

 〔当代译本〕「祂使每一件事情在最合适的时刻发生，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人却不能

测透神由始至终的作为。」 

 〔文理本〕「彼造诸物、皆适其时、无不美善、置悠久之念于人心、然其所为、自始至终、人莫能测、」 

 〔思高译本〕「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适时，并赐给人认识时事的经历，但人仍不能明了，天主

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 

 〔牧灵译本〕「他使万物皆有时，但他也使人心存永恒之念，而人却无法领会天主自始至终的神圣化

工。」 

 

【传三 12】 

 〔和合本〕「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吕振中译〕「我知道世人莫如时常欢喜、一生享乐；」 

 〔新译本〕「我晓得人生最好是寻乐享福，」 

 〔现代译本〕「所以我想，人不如时常欢乐，一生享福。」 

 〔当代译本〕「这使我了解到人生最上算的事，莫过于欢喜快乐，尽情享受。」 

 〔文理本〕「我知世人毕生欢愉行善、无愈于此、」 

 〔思高译本〕「于是我明了：人类的幸福，只有在此生欢乐享受；」 

 〔牧灵译本〕「我知道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追求人生的快乐和幸福更好的事了。」 

 

【传三 13】 

 〔和合本〕「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吕振中译〕「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经验经验享乐，这也是神的恩赐。」 

 〔新译本〕「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自得其乐；这就是 神的恩赐。」 

 〔现代译本〕「我们都应该吃喝，享受辛劳的成果。这是神的恩赐。」 

 〔当代译本〕「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自己劳苦得来的成果，因为这些都是神所赐的。」 

 〔文理本〕「人式食式饮、享福于操作、亦神所赐也、」 

 〔思高译本〕「但人人有吃有喝，享受自己一切劳苦之所得，也是天主的恩赐。」 



 〔牧灵译本〕「能吃喝，从工作中得到满足，是天主的恩赐。」 

 

【传三 14】 

 〔和合本〕「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

畏的心。」 

 〔吕振中译〕「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加添，也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

存着敬畏的心。」 

 〔新译本〕「我知道 神所作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 神这样作，为要使人在他

面前存敬畏的心。」 

 〔现代译本〕「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永远长存；人无法对神的作为有所增减。神这样做，是要人敬

畏他。」 

 〔当代译本〕「我体会到神所作的都会存到永远；我们不能增添甚么，也不能减少甚么。祂这样安排，

目的是叫人敬畏祂。」 

 〔文理本〕「我知神所作、皆必永存、无能益之、亦无能损之、神行此、使人畏之、」 

 〔思高译本〕「我知道：凡天主所行的事，永恒不变，无一可增，无一可减。天主这样作，是为叫人

敬畏他。」 

 〔牧灵译本〕「我知道凡天主所做的是永恒的；没有什么可添加，没有什么可删减。天主如此做，是

要人敬畏他。」 

 

【传三 15】 

 〔和合本〕「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或作“并且

神再寻回已过的事”）。」 

 〔吕振中译〕「已有的事、早已早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并且被追逐的往事、神也设法讨回。」 

 〔新译本〕「现在有的，先前就有；将来有的，早已有了；因为 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出现 (“ 神使

已过的事重新出现”原文作“ 神寻回已过的事”)。」 

 〔现代译本〕「现在的事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从前已经有过。神使同样的事重复出现。」 

 〔当代译本〕「当知道现在的事，并不是新事；未来的事也早已发生，因为神使过去的事再次出现。」 

 〔文理本〕「今所有者、昔已有之、后将有者、前已有之、既往之事、神复索之焉、」 

 〔思高译本〕「现今所有的，早已有过；将来所有的，先前已有过；因为天主必追寻已往的事。」 

 〔牧灵译本〕「发生过的事将再发生，现在的事从前已有；天主搜寻出从前消逝的东西。」 

 

【传三 16】 

 〔和合本〕「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吕振中译〕「我又看日光之下甚么地方在执行着公道，甚么地方就有奸恶，甚么地方有公义，甚么

地方也有奸恶。」 



 〔新译本〕「我在日光之下又看见：审判的地方有奸恶，维护公义的地方也有奸恶。」 

 〔现代译本〕「还有，我看到在这世上，那应该有公道和正义的地方，反而有邪恶。」 

 〔当代译本〕「再者，我发觉在义人聚居的地方也会有敌挡神的人，在敬畏神的人中间也会有不义的

事情。」 

 〔文理本〕「我观日下、公庭有不公、义所有不义、」 

 〔思高译本〕「我在太阳下还看见：正义之处有不义，公平之处有不平。」 

 〔牧灵译本〕「我在太阳底下还看到：邪恶代替了正义，罪人替代了义人。」 

 

【传三 17】 

 〔和合本〕「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吕振中译〕「我心里说：义人和恶人神都要审判，因为各样事务、各样工作、他都立下〔传统：在

那里〕定时。」 

 〔新译本〕「我自己心里说：“ 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各样事务、各样工作都有定时。”」 

 〔现代译本〕「我心想：「是好人，是坏人，神都要审判；因为每件事情，每种行为都有特定的时间。」 

 〔当代译本〕「于是，我心里想：不管正直的人或敌挡神的人，时候一到，神都会审判他们的行事为

人。」 

 〔文理本〕「我心自谓、义者恶者、神必鞫之、盖诸事百工、各有其时、」 

 〔思高译本〕「我心里想天主必要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各种事情和行为，在天主那里都有其定时。」 

 〔牧灵译本〕「我心想：“天主会审判正义者和罪恶者，因为万物有定时，万事都要受审判。”」 

 

【传三 18】 

 〔和合本〕「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吕振中译〕「我心里说：这是为了人类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看出自己不过像兽类一样。」 

 〔新译本〕「我自己心里说：“至于世人， 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看见自己与牲畜无异。」 

 〔现代译本〕「我想：神在考验我们，要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比兽类高明。」 

 〔当代译本〕「我又想：神试验人，是要他们知道自己与兽类无异；」 

 〔文理本〕「言及世人、我心自谓、神欲试之、使知其与兽无异、」 

 〔思高译本〕「我想，天主藉此是为使世人认清自己是谁，看清自己与走兽无异。」 

 〔牧灵译本〕「我又想到人类，天主考验他们，让他们明白自己不过是动物。」 

 

【传三 19】 

 〔和合本〕「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

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 

 〔吕振中译〕「因为人类所遭遇的、兽类也遭遇着：他们都有一样的遭遇：这个怎样死，那个怎样死；

二者都有一样的气息：人比兽并没有甚么长处；都是虚空。」 



 〔新译本〕「因为世人所遭遇的与牲畜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两者的气

息都是一样，所以人并不胜于牲畜。一切都是虚空。」 

 〔现代译本〕「到头来，人和兽类命运相同：前者死，后者也得死。两者都有气息；人并不比兽强；

因为一切都是空虚。」 

 〔当代译本〕「人的际遇和野兽的际遇没有甚么分别，两者都难逃一死。诚然，他们都同样要呼吸，

那么人比野兽有甚么优胜的地方呢？这也是虚空。」 

 〔文理本〕「人所遇者、兽亦遇之、人与兽所遇惟一、此之死犹彼之死、同一气之呼吸、人无所愈于

兽、悉属虚空、」 

 〔思高译本〕「的确，世人的命运，同走兽的命运，都是一样：前者怎样死，后者也怎样死；气息都

一样，人并不优于走兽：因为都是虚无。」 

 〔牧灵译本〕「因为人和动物的命运相同：前者要死，后者也要死。两者有同样的气息，人并不优越

于动物，这又是件没意义的事；」 

 

【传三 20】 

 〔和合本〕「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吕振中译〕「他们都向着一处走：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回归尘土。」 

 〔新译本〕「大家都到一个地方去，都出于尘土，也都归回尘土。」 

 〔现代译本〕「两者都要归回尘土；他们从哪里来，也要回那里去。」 

 〔当代译本〕「两者都同归一处，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 

 〔文理本〕「俱归一所、俱出于土、俱归于土、」 

 〔思高译本〕「都同归于一处；既都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牧灵译本〕「都要回归同一处，出于泥土，又归于泥土。」 

 

【传三 21】 

 〔和合本〕「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 

 〔吕振中译〕「谁能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类的魂〔同词：灵〕是往下降而入于地呢？」 

 〔新译本〕「有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牲畜的魂 (“魂”的原文与“灵”〔3:21〕和“气息”〔3:19〕

相同) 是下降而入地呢？”」 

 〔现代译本〕「谁能肯定人的灵会往上升，而兽的魂落入地下呢？」 

 〔当代译本〕「人的灵魂是否向上升，野兽的灵魂是否降到地下去，又有哪一个知道呢？」 

 〔文理本〕「人之神或升于上、兽之魂或降于地、其谁知之、」 

 〔思高译本〕「人的气息是否向上高升，走兽的气息是否下降地下，有谁知道﹖」 

 〔牧灵译本〕「谁知道是否人的气息往上升？是否动物的气息往下沉？」 

 

【传三 22】 



 〔和合本〕「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

得见呢？」 

 〔吕振中译〕「故此我见看莫如在他所作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分；他身后要怎么样、谁能使他

回来看到呢？」 

 〔新译本〕「因此我看人最好是在自己所作的事上自得其乐，因为这也是他的分；谁能使他看见他自

己死后的事呢？」 

 〔现代译本〕「所以我看，人最好是享受他辛劳的成果；这就是他的命运。谁能使他看见身后的事呢？」 

 〔当代译本〕「因此，我觉得人生最好不过的就是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因为这是他用劳力所得来的，

有哪一个能够使他起死回生，回头去享受自己一生劳碌所得的成果呢？」 

 〔文理本〕「我见世人乐于其操作、无愈于此、盖斯为其值、身后之事、孰能使之反见哉、」 

 〔思高译本〕「因此，我看出：人最好还是享受自己劳苦之所得，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有谁能领他去

看自己身后的事呢﹖」 

 〔牧灵译本〕「我看人最好欣然满足于达到的成果，因为这是他的命运。谁能使他看见身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