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教會年題—虛空中的滿足 劉啟耀弟兄 

弟兄姊妹，當我們面對疫情反覆無常和近年香港政局的改變，或者會想到人生的短暫和矛

盾，以及那些不公平和令人灰心沮喪的事。這與傳道者在《傳道書》思想日光之下的人生

命運何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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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一切事，乃知

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傳一 12-14 

我們往往認為傳道者是一個對人生充滿悲觀想法的人。因為一章 12-14 節的經文，讓我們

在閱讀時無法不感受到傳道者在抒發面對「虛空的世界」時的那種無助感。不過，傳道者

的悲觀是與離開神的人生有關。對他而言或對基督徒來說（當然嚴格來說，對所有人），離

開神的人生並沒有意義。當我們看到生命中沒有神，卻不斷探求人生和追求人生目標時，

換來的只是讓我們看到絕望，無何奈何地成為一位悲觀主義者。但是，當我們擴闊世界的

眼光，看到神的手在世上工作，便變成了一個樂觀主義者。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傳二 24 

另一方面，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傳道者那「滿足的神學」。在二章 24 節似乎表達以吃喝為主

要目標的享樂主義人生觀。「吃喝」一詞為以色列人常用語，似乎表示日常慣事（參耶二十

二 15；路十七 27-28）。傳道者運用此詞語的意思是人們應該享受神的供應。人生的意義

在於享受神所賜的福分和生活所需，而非忍受。  

「10 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 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

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

身喜樂行善， 13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傳三 10-13 

傳道者提出神將永生的知識放在人心。要瞭解傳道書，關鍵在於那句不斷出現的「日光之

下」。這句話為我們的眼光定下界線，讓我們明白傳道者判斷所有的人類經驗並非都是虛

空。他觀察只有在「日光之下」或離開神的人生才是虛空。  

神對人生的短暫和矛盾，以及那些不公平和令人灰心沮喪的事並非漠不關心。祂將判斷人

所行的每一件事。所以，人生有其目的而人類的行為具有意義，因為他們將按一個終極的

標準，即創造主自己的意思來判斷我們的人生及行為。難怪傳道者以積極的態度作結：

「......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

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十二 13-14 

因此，教會將在 2021 年以傳道書作為我們研讀的主要書卷，幫助我們在虛空的世界中仍

能因神的恩典與工作得著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