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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人生的探討 

第 13 課：五. 勸勉與忠告   (學員筆記) 

              3. 掌握今天 

              4. 勸勉眾人 

         六. 全書總結  

 

3. 掌握今天 (12:1-8) 

   (1) 忠誠的勸告 (12:1) 

「記念」即回想、悔改。 

不要等到衰敗的日子來到。                         

   (2) 掌握今天 (不要等到下列光景來到) (12:2-6) 

       以下是用天然景物來描寫老年人的光景。 

         

1) 日頭、光明、月亮、星宿 ---- 形容人老了，光輝漸減。 

2) 雨後雲彩反回 ---- 形容老人容易生病。 

3) 看守房屋的發顫 ---- 看守是指雙手，房屋指身體，已無力自衛。 

4) 有力的屈身 ---- 沒有腰力，且彎背。 

5)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 無牙齒吃東西。 

6) 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 ---- 喻老人眼睛昏花，視力模糊。 

7) 街門關閉 ---- 街門指人的口和耳朵。 

8) 推磨的聲音微少 ---- 食量少，加上沒有牙齒，食慾不振。 

9) 雀鳥一叫，人就起來 ---- 老年人睡不多，又容易驚醒，不能酣睡。 

10)  歌唱的女子也都衰敗 ---- 老年人悲觀失望，無心情聽歌。 

11)  人怕高處 ---- 步履困難，不敢登高。 

12)  路上有驚慌 ---- 過馬路驚險百出。 

13)  杏樹開花 ---- 指老年人頭髮班白。 

14)  蚱蜢成為重擔 ---- 不能負重責，體力衰退。 

15)  人所願的也都廢掉 ---- 生平最愛好的，不再有興趣。 

16)  弔喪在街上往來 ---- 喪事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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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銀鍊折斷 ---- 銀代表氣息；也喻身體的神經系統。 

               叮喻老人的神經系統受損，指「中風」，半身不遂。 

18)  金罐破裂 ---- 金代表生命。大戶人家的客廳有金罐高掛，即燈台頂上之金 

油罐，也指頭顱。折斷破裂代表氣息和生命失去聯繫，指死亡。 

19)  瓶子在泉旁損壞 ---- 意即維持生命的東西損壞了。 

20)  水輪在井口破裂 ---- 水輪是井口的抽水機，指內臟等之損壞。 

                     死亡的定義之一，體內液體停止流動。 

 

   (3) 感言 (12:7-8) 

• 人生的結局 

上文所提及的生理系統在無法醫治的時候，全部活動就停止，接著的就是

辦理身後事。此時人的肉體就歸於塵土了。 

• 沒有記念主的人生 

這種沒有神的人生，必然是一場虛空。 

 

結語：基督教信仰之根本是敬畏神 

      信徒的責任是遵守神的誡命 

      信仰的總結就是要面對神的審判 

第 8 節似結束，但作者好像還有話說，要向讀者交代。 

上文的對象是少年人，本段的對象是眾人。 

 

4. 勸勉眾人 (12:9-11) 

   1) 傳道者的心願 (12:9-10) 

      傳道者是教訓人，他用四個態度； 

• 「仍將知識教訓眾人」 

  仍 --- 不停止，重覆地。 

  知識 -- 目的叫人認識神。 

  教訓 -- 也可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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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即衡量。 

• 「考查」：嚴謹地研究 

• 「陳說」：有次序的。 

 

   2) 傳道者的言語 (智慧人的言語) (12:11) 

• 好像刺棍 --- 刺棍是用柩趕牛的，喻作教鞭。 

• 好像穩的釘子 ----指穩固帳幕的長釘，使帳幕在風暴中矗立不倒。 

 

六. 全書總結 (12:12-14)，最後的勸告。 

1. 要受勸戒 (12:12) 

「我兒」是舊約智慧文學的特徵之一，是教師對學生的稱呼 (參箴言) 

12 節下，著書者為何著書，讀書者為何讀書，弦外之音，寫書讀書固然重要，不

要過份追求這方面屬世的知識，乃是要多敬畏神。 

2. 敬畏神 (12:13) 

「這些事都已聽過」還要再聽，就是要敬畏神。本書中這是第 7 次出現。 

3. 謹守誡命 (12:13 下)：是人當盡的本份，人的生活表現。 

4. 神必審問 (12:14) 

「隱藏的事」指未公開的思想和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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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節是全書最後一句，也是最警世的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