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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人生的探討 

第五課：二. 事物的觀察 (學員筆記) 

            4. 世態 

 

一.  欺壓的世態 (4:1-3) 

引言：作者有感於社會的黑暗面 (3:16)，在第四章內舉了四個例證。 

1. 欺壓的意義： 

(1)  作者發覺人生空虛的原因，就是社會難找到公義和正直。 

(2)  欺壓在 7:7 譯作「勒索」。 

  這種翻譯，聖經出現過三次：伯 35:9；摩 3:9；傳 4:2 

 

2. 欺壓者與受欺壓者同樣無人安慰： 

(1)  受欺壓者無人安慰，本屬正常 (4:1) 

(2)  欺壓者為何需要安慰？ 

 因他受更強的欺壓。 

(3)  作者概嘆！ 

• 死去的人勝過活著的人 （4:2） 

• 聖經中想自殺的人： 

拉結 （創 30:1） 

以利亞（王上 19:4） 

約拿（拿 4:3） 

猶大 （自殺的人） 

• 尚未出生的人勝過死去和活著的人。 

       因為欺壓者也會變成被欺壓者。 

 

二.  勞碌的世態 (4:4-6) 

1. 勞碌招嫉妒 (4:4) 

人類犯罪後，嫉妒蘊藏在人心裡。 

例：該隱殺亞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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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被賣 

    大衛被掃羅追殺 

2. 勞碌靈巧人與愚昧人 (4:4-5) 

愚昧人「抱著手」(游手好閒) 

      「吃自己的肉」(無所事事) 

3. 作者的見解：安份守己 

「一把」代表一點成就。 

「二把」代表物質豐富。 

第 6 節是希伯來成語 

 

三.  人倫的世態 (4:7-12) 

發現另一種人是孤獨者。 

1. 極重的勞苦 (4:7-8) 

(1)  一幅守財奴的圖晝。 

(2)  作者自問。 

(3)  作者的結論。 

 

2. 充實的人生 (4:9-12) 

(1)  孤獨無益。 

(2)  夥伴的好處。(作者舉出五例)： 

• 同勞果效好 

• 互相扶助 

• 同睡取暖 

• 結伴抗敵 

• 團結是力量 

 

四.  政治的世態 (4:13-16) 

(1)  所羅門是王，明白作王的條件。 

(2)  兩種王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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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人跟從少年人智慧，貪新忘舊。 

(4)  智慧少年人指耶羅波安 (王上 11:2;12:16-20) 

(5)  愚昧老年王指所羅門 (王上 3:14；9:4-7) 

(6)  少年人作王以後，百姓眾多，可是有人不喜悅他，下一代又來奪權政變。 

因少年人變老「不肯納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