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道书第四章译文对照 
 

【传四 1】 

 〔和合本〕「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

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 

 〔吕振中译〕「我又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

手里有势力，也无人安慰！」 

 〔新译本〕「我又看见日光之下所发生一切欺压的事：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他们；欺压他们的，

手里握着权柄，因此无人安慰受欺压的。」 

 〔现代译本〕「我又察看这世上一切不公平的事。被欺压的人流泪哭泣，没有人援助他们。他们得不

到援助，因为欺压他们的人有权有势。」 

 〔当代译本〕「于是，我转向观察在日光之下一切欺凌压迫的事。我看见受压迫的泪流满面，没有人

安慰他们；然而，那些恃势凌人的虽然气焰冲天，却也一样没有人关怀他们。」 

 〔文理本〕「我转观日下所行之虐、见受虐者流涕、慰藉无人、行虐者有权、受虐者不得慰藉、」 

 〔思高译本〕「我又转目注视在太阳下所行的一切暴行：看，受压迫者眼泪汪流，却无人安慰；压迫

人者手中只有权势，却无人加以援助。」 

 〔牧灵译本〕「我又看到天下受迫害的人。他们被欺流泪，却无人安慰；他们受欺压者暴力折磨，却

无人前来救援。」 

 

【传四 2】 

 〔和合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吕振中译〕「故此我祝贺那已死了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新译本〕「我赞叹那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 

 〔现代译本〕「我羡慕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 

 〔当代译本〕「因此，我为那已死的庆幸，因为死去比活着更好；」 

 〔文理本〕「故我称已死者、甚于尚生之人、」 

 〔思高译本〕「于是我声称那已死去的人，比现今还活着的人更为有福。」 

 〔牧灵译本〕「我为已死去的死者庆幸，他们强过不得不活着的人。」 

 

【传四 3】 

 〔和合本〕「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吕振中译〕「我并且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那未曾经验过日光之下所发生的坏事的、比这两种人



还好。」 

 〔新译本〕「那还没生下来的，就是还没看过日光之下所行的恶事的，比这两种人更有福。」 

 〔现代译本〕「但是，那未出生、未看见过这世上所发生不公平的事的，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当代译本〕「不过，比他们更好的是那些不曾在世上存在的，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日光之下的恶行！」 

 〔文理本〕「且以未生之人、未睹日下所作之恶者、较斯二者为尤愈也、」 

 〔思高译本〕「那还没有出世的人，比这两等人更为有福，因为他还没有见到太阳下所行的恶事。」 

 〔牧灵译本〕「更幸运的是尚未出生的人，因他们还没看见过天底下的罪行。」 

 

【传四 4】 

 〔和合本〕「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吕振中译〕「我又看一切劳碌和各样工作上的技巧都是人对邻舍羡慕之表现：这也是虚空，也是捕

风。」 

 〔新译本〕「我看见各样的劳碌和各样精巧的工作，都是出于人与人彼此的竞争。这也是虚空，也是

捕风。」 

 〔现代译本〕「我又发现：人劳碌工作，追求功名，是因为羡慕邻人。这也是空虚，也是捕风。」 

 〔当代译本〕「人极尽所能、费尽心思地工作，原是出于与人竞争的心。这也是虚空，有如捕风一样。」 

 〔文理本〕「我见人因劳力、及诸巧工、为邻所嫉、斯亦虚空、乃为捕风、」 

 〔思高译本〕「我也看出各种劳苦和一切工作的技巧，都是出于人彼此间的竞争：这也是空虚，也是

追风。」 

 〔牧灵译本〕「我看见人做的一切，与邻人竞争，获取成功：这一切都是空的，都空洞如风。」 

 

【传四 5】 

 〔和合本〕「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吕振中译〕「愚顽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新译本〕「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现代译本〕「有人说：「愚蠢人游手好闲，让自己饿死。」」 

 〔当代译本〕「那抱着双手不作工的，到头来只得吃自己的肉。」 

 〔文理本〕「愚者敛手、而食厥肉、」 

 〔思高译本〕「愚人交臂叉手，是自食己肉。」 

 〔牧灵译本〕「愚人抱臂，坐吃山空。」 

 

【传四 6】 

 〔和合本〕「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 

 〔吕振中译〕「满了一把、安安静静地享受，胜过满了两捧，而劳碌，而捕风。」 

 〔新译本〕「一掌盛满安宁，胜过两手抓满劳碌捕风。」 



 〔现代译本〕「不过，拿一小把而心安理得，远胜过双手捧满却劳碌，捕风。」 

 〔当代译本〕「人辛勤工作，却徒劳无功，倒不如安然憩息。」 

 〔文理本〕「得一握而安恬、愈于得两握、而劳力捕风焉、」 

 〔思高译本〕「捧一把安逸，胜过两把劳苦和追风。」 

 〔牧灵译本〕「单手握满后就安然休憩，比劳劳碌碌去追求双手捧满要好得多。」 

 

【传四 7】「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吕振中译〕「我又看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新译本〕「我又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现代译本〕「我又看见太阳底下一些空虚的事：」 

 〔当代译本〕「我再寻索，发现在日光之下还有其他虚空的事：」 

 〔文理本〕「我转观日下之虚空、」 

 〔思高译本〕「我又转睛，看见在太阳下有件空虚的事：」 

 〔牧灵译本〕「我看见天底下另一桩无意义的事：」 

 

【传四 8】「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

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吕振中译〕「有人孤单无二：没有儿子也没有弟兄，他的一切劳碌永无了结，他的眼目也从未以财

富为足，以玫他从未自问：我劳劳碌碌、薄于自奉，而不享乐，到底为的是谁？这也是虚空，是极吃

力的劳苦。」 

 〔新译本〕「有人孤单无依，没有儿子，没有兄弟，仍劳碌不休，眼目也不以自己的财富为足。他问：

“我劳劳碌碌，刻薄自己不去享受，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劳苦的担子。」 

 〔现代译本〕「有人孑然一身，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却整天劳碌，从来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财

富。他辛辛苦苦，不敢享受，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空虚，也是不幸。」 

 〔当代译本〕「有一个独身汉，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却终身劳碌，虽然家道丰裕，却仍不得满足。

他也从不反躬自问：“我究竟是在为哪一个劳碌，以致让工作剥夺了我的一切享受呢？”这是虚空，

也是愁烦的重担。」 

 〔文理本〕「有人孤独无侣、无子嗣、无昆弟、而劳力不息、货财不餍于目、自谓为谁劳力、不享福

祉、斯亦虚空、乃苦任也、」 

 〔思高译本〕「有个孤独无伴的人，既没有儿子，又没有兄弟，却时常劳苦不息，他的眼总是贪得无

厌，从来不问：「我辛辛苦苦，节制享乐，究竟是为谁﹖」这也是空虚和大不幸。」 

 〔牧灵译本〕「有人孤身无儿无兄，却不停劳作，贪欲不因财富而满足：“我为了谁辛苦劳作，而节

制自己的享乐？”这也是空，是错误的一桩。」 

 

【传四 9】「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吕振中译〕「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新译本〕「二人胜过一人，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酬报。」 

 〔现代译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合作效果更好。」 

 〔当代译本〕「两个人合作总比一个人独干为好；因为两个人合力得来的成果，总比一个人为大。」 

 〔文理本〕「两人胜于一人、盖同劳必获嘉赉、」 

 〔思高译本〕「两人胜过一人，因为两人工作，酬报优厚：」 

 〔牧灵译本〕「两人比一人愉快，因为他们的劳作带来更高的成就，」 

 

【传四 10】「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吕振中译〕「因为他们若跌倒了，这一人可以把他的同伴扶起来；若是这一人跌倒，没有别人把他

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 

 〔新译本〕「如果一个跌倒，另一个可以把他的同伴扶起来。但一人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把他扶起来，

他就悲惨了。」 

 〔现代译本〕「一个人跌倒，另一个人可以扶他起来。如果孤独一个人，跌倒了没有人扶他起来，他

就倒霉了。」 

 〔当代译本〕「况且，不论谁跌倒，总有同伴相扶；若只是单独一人，跌倒了，又有谁来扶助呢？」 

 〔文理本〕「苟有倾跌、可相扶持、惟孤身而倾跌、无扶持者、祸哉其人、」 

 〔思高译本〕「若一个跌倒了，另一个可扶起自己的同伴。哀哉孤独者! 他若跌倒了，没有另一人扶

起他来。」 

 〔牧灵译本〕「当一个人跌倒时，他的伙伴会扶起他。孤独一人是不幸的，跌倒了却无人扶他起来。」 

 

【传四 11】「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吕振中译〕「再者，若有二人同睡，他们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新译本〕「还有，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现代译本〕「两个人同睡彼此都暖和，一个人独睡怎能得温暖呢？」 

 〔当代译本〕「还有，两个人同睡总会温暖一些，一个人独睡又怎能如此呢？」 

 〔文理本〕「二人同寝则暖、独寝焉得温乎、」 

 〔思高译本〕「又如两人同眠，都感温暖；若孤独一人，怎能暖和﹖」 

 〔牧灵译本〕「两个人在床上也会更暖和，一个人怎能得温暖？」 

 

【传四 12】「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吕振中译〕「谁有人能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新译本〕「有人能制伏孤身一人，如果有二人就挡得住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扯断。」 

 〔现代译本〕「两个人合力可抵抗一人的袭击，单独抵抗就无把握。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拉断的。」 

 〔当代译本〕「独力不能胜过的事，两人并肩就足以抗拒。三条线搓成的绳子不容易扯断。」 



 〔文理本〕「一人为敌所败、二人可抵御之、三合之绳、不易断也、」 

 〔思高译本〕「若一人抵不住一人，两人就能抵住。──三股绳，不易断。」 

 〔牧灵译本〕「单独一个人可能被侵略者压倒，但两个人可以轻易反击他；三股绳，不易断。」 

 

【传四 13】「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 

 〔吕振中译〕「13~14 穷乏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而愚顽的王。这人即使是从监牢中〔有古卷作：

从叛徒之家〕出来作王，或者在国中虽则生来穷乏，还是不晓得纳谏。」 

 〔新译本〕「贫穷但有智慧的年轻人，胜过年老不再纳谏的愚昧王。」 

 〔现代译本〕「(13~14 节) 一个人可能出身贫寒而成为君王，也可能从监狱出来而登王座；可是，如

果年老的时候愚昧，不肯接受忠言，他就比不上一个寒微而聪明的年轻人。」 

 〔当代译本〕「一个贫穷但聪明的小伙子，总比那又老又愚蠢、不懂接纳忠告的皇帝更好。」 

 〔文理本〕「贫而有智之少者、愈于愚而拒谏之老王、」 

 〔思高译本〕「一个贫寒而明智的青年，胜过一个年老昏愚，而总不采纳忠言的君王。」 

 〔牧灵译本〕「贫穷而聪明的年轻人，胜于愚钝且不听忠言的老国王。」 

 

【传四 14】「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作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 

 〔吕振中译〕「13~14 穷乏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而愚顽的王。这人即使是从监牢中〔有古卷作：

从叛徒之家〕出来作王，或者在国中虽则生来穷乏，还是不晓得纳谏。」 

 〔新译本〕「虽然他是从监狱出来，在自己的国中，又是出身贫寒，却起来作王。」 

 〔现代译本〕「(13~14 节) 一个人可能出身贫寒而成为君王，也可能从监狱出来而登王座；可是，如

果年老的时候愚昧，不肯接受忠言，他就比不上一个寒微而聪明的年轻人。」 

 〔当代译本〕「虽然这小伙子在本国中出生贫寒，只要他一旦脱离囚笼，却也可以一跃成为皇帝。」 

 〔文理本〕「盖少者在其国生而贫乏、出狱而为王焉、」 

 〔思高译本〕「这青年虽在国中出身贫寒，但由狱中出来，执政为王；」 

 〔牧灵译本〕「年轻人尽管出身贫寒，却可以经由监狱而踏上国王宝座」 

 

【传四 15】「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吕振中译〕「我看见日光之下一切走来走去的活人、连同那位居第二位的少年，就是那要起来代替

旧王的，」 

 〔新译本〕「我看见所有在日光之下行走的活人，都随从那取代老王的年轻人。」 

 〔现代译本〕「我想起世上所有的人，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人要起来替代旧王的统治。」 

 〔当代译本〕「我看见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人都起来拥护这年轻的新领袖，却推翻先前在位的。」 

 〔文理本〕「我见日下奔走之众、惟嗣位之少者是从、」 

 〔思高译本〕「我看见一切在太阳下行走的活人，都拥护青年人，新继位者，来代替老王。」 

 〔牧灵译本〕「我看见所有生活在太阳底下的人,都追随那个取代了老国王的年轻人，支持他的人不可



胜数。」 

 

【传四 16】「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

也是捕风。」 

 〔吕振中译〕「所有的人民、他所治理的众人、都数不了，但在他以后的人也不喜欢他。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新译本〕「所有的人民，就是他所统治的人民，多得无数；然而后来的人却不喜欢他。这实在也是

虚空，也是捕风。」 

 〔现代译本〕「一个君王可能统治无数的人民；可是他死后，没有人记念他的功绩。这也是空虚，也

是捕风。」 

 〔当代译本〕「现在拥护他的人多得无法胜数；可是，日后新一代的人却不满于他。这也是虚空，有

如捕风一样。」 

 〔文理本〕「其所辖之民众、不可胜数、而后人不之悦、斯亦虚空、乃为捕风、」 

 〔思高译本〕「拥护他为领袖的人民，多得无数；但日后，那些后来的人却不喜欢他：这也是空虚，

也是追风。」 

 〔牧灵译本〕「然而，有一天人们也会对他不满。这就是空幻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