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训道篇 (Qoheleth)
怀疑者?



引⾔

训道篇是希伯来语Qoheleth的希腊-拉丁形式。 

这两个名字都与教徒(集会）有关（qahal，ecclesia - 教友） 

训道篇也属于智慧书的范畴。



智慧书反映了世界的本质以及创造和掌管世界的天主， 

和神圣的创造中的⼈类。



圣贤基于以下观点： 

1.⾃⼰的经验； 

2.在他们之前，其他圣贤的话； 

3.有时也有神圣的启示。 

但是在所有情况下，智慧最终都是来源于天主。 

在训道篇的案例中，智慧是经验性的。



“作者”

他⾃称“达味的⼉⼦”（1:1；1:12）-可能是借撒罗满之名。 

有关他的更多信息，请参⻅12:9-10 可能是他的⼀个⻔徒。



他有没有建⽴了⼀个学校吗？ 

通常被认为是在公元前6世纪⾄2世纪之间写的这本书。 

因此，应该在波斯时期或者是希腊时期。 

书上有⼀些复杂的陈述（3:9-12；6:1-12；第7章）。



本书

⼗⼆章涵盖了不同的主题。 

⾃然秩序的循环； 

财产和其他形式财富的积累； 

⽀配⽣命的对⽴⼒量；



友谊-对⽣活的不确定性很有帮助； 

⼈类权威的优点和缺点； 

愚昧的本质和有限的智慧； 

⽣活中的享乐； 

晚年的恐怖。



但是，这本书没有清晰的结构。 

可以⽤甚⾄相互⽭盾的新观点来重复这些主题（第8章； 9:1-12；
第10章）。 

因此，阅读它并不容易，并且可能造成困惑。



主题

1. 虚幻1:2-12:8 

这意味着⼈类⽆法理解周围的世界。  

⼈类⽆法看到⼀个连贯的模式，⼀个针对他们的⽣活和⾃然的计
划。 

⾄少在今世，对善恶奖励和惩罚的传统教义似乎没有奏效。



2.死亡。 

死亡是训道篇唯⼀清楚的⼀件事。 

这是每个⼈的终点。 

⼈类，动物和其他⽣物，所有⽣命都必然死亡-。 

如果有超越死亡的存在，⽆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记忆和影响⽅
⾯，⼈类都将不知道这⼀点，因此就⽆法依靠它。



3.享受。 

⼈类要活着才能享受⾃⼰的⾟劳（⽣活）。 

4.个⼈的奖励和惩罚没有持久的意义，因为它们被死亡所抵消，
⽆法传递给后代（2:21）。



5.智慧在⽤于阐明⾃⼰的局限性时最有效。 

训道篇  并不否认天主在掌管着，并且拥有⼀种模式（法则），它
将使每个⽣物都承担⾃⼰的责任。 

但是，⼈不能彻底明了。



两个结论

1-“万事皆虚”（12:8; 1:3） 

2-“敬畏天主，遵守祂的诫命”（12:13）-显然是后期由编辑添加的
（12:9-14）。



解释



虚幻
xūh u à n

希伯来语“ hevel”意为“烟雾”，“⽓息”-不会持续很⻓时间。 

英⽂版圣经第⼀章标题“虚荣中的虚荣”代表最⾼级（《雅歌》原
名“歌曲之歌”）。 

因此，虚幻包括⼀切-⽣命总是徒劳的。



乐事亦皆虚(2:1-11); 

他的⾟劳和他的果实不能给到持久的满⾜(2:18-23); 

财富也被证明是失败的(5:9-16; 6:1-6); 

即使是他坚持渴望但未能获得的智慧 (7:23-24),也不能令⼈满
⾜：“那我为什么要明智呢？”( 2:15)



但是，他的论点并不总是令⼈信服。 

例如，他“讨厌”⾃⼰劳动的成果，因为他不得不把它们交给未曾
劳作的⼈（2：19-21）。 

⽽且他的继任者可能像撒罗满的⼉⼦⼀样是个傻⽠-勒哈⻉罕（⻅
德47:23）。 

但是，我们只为⾃⼰⼯作吗？ 我们是否不会因为有⼈继续我们的
⼯作和使命⽽感到⾼兴？



他提出的问题是： 

“智者和傻⼦同样死去” （2:16） 

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他所有的思想上(3:19-20; 4:3; 8:8; 9:3-6, 10-12; 
11:8-12:7). 

还有“时间和打击”-这意味着所有⼈都可能发⽣“不幸的时刻”-邪恶
的时刻(9:11-12). 

最后，有⼀个短语-“谁知道？” （3:21; 6:12）-即使知道了，也是虚
幻的。



因此，⼈类处境惨淡，这就是他“讨厌”⽣活的原因（2:17）。 

但是，他真的对⽣活如此悲观吗？



欢乐

⼈⽣中有许多快乐(2:10, 24; 3:12, 22; 5:17-18; 8:15; 9:7-9; 11:7-10). 

因此，没有什么⽐享受，饮⻝和饮酒更好的了。 

注意“没有⽐这更好的了”， 该短语仍然表示对⽣活的负⾯看法。



⽣活是虚幻的，但要减少这种空虚-或暂时忘掉它-⼈们可以转⽽
享受⽣活（天主）所能提供的⼀点乐趣(5:18; 8:15). 

但是，即使以喜悦来弥补⽆⽤的⽣命，他仍提醒⼈们死亡的到来
(11:8-11; 9:10). 

因此，即使在享受中，我们也应该记住死亡和审判。



智慧

训道者（Qohelet）被认为是⼀个智者和智慧的⽼师(12:9). 

但是，他本⼈也承认⾃⼰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智慧(7:23-24)，并
且他拒绝了许多圣贤的主张(8:17). 

他还挑战传统的智慧(1:18; 2:13-15; 9:16-17).



但是，他并不主张将愚蠢作为⽣活中的选择(7:5). 

“⼀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10:1). 

愚⼈多⾔ (5:1-2; 10:12-14) - “你说话应当简单” (5:2).



敬畏上主

12:13 - “敬畏天主，遵守祂的诫命”. 

这不是作者说的 

是后期的编辑添加的



3:14

“天主这样作，是为叫⼈敬畏祂”. 

在这⾥，“敬畏天主”是指敬畏天主的伟⼤及其神秘的本质和计
划。 

活在“敬畏天主”中，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祂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5:5-6 - “敬畏天主”以避免犯罪 

7:18 – 敬畏上主的⼈选择中庸之道? – 经⽂不是很清楚 7:15-18. 

8:12b “因为他们在天主前起敬起畏，必得幸福”-传统上对敬畏上
主的理解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这是作者⾃⼰说的，还是引⽤他不⼀
定同意的贤哲说的话。



正义与邪恶的待遇

传统观念：正义的上主惩恶扬善。不然，神圣的公义在哪⾥？但
是作者提出质疑(4:1-3; 7:15; 8:5-11). 

7:15 

8:11因为没有⽴即审判，⼈才敢⾏恶( 8:12).



作者Qohelet并没有否认上帝的审判(8:13), 但对于他⽽⾔，这是
神秘的事情(3:11; 11:5).



上主

对作者⽽⾔，天主主要是造物主的身份(3:11 - 创 1:1-2:4). 

但是⼈不能理解天主的⼯作(8:17). 

天主的⾏为（⼯作）仍然是个谜(11:5). 

 5:1. 

这⾥没有关于以⾊列的事迹



祂赋予⽣命 (8:15). 

祂将永恒（来世）放在我们⼼中(3:11). 

祂赐予智慧和知识 (2:26). 

⽣命的喜悦也是天主的恩赐(3:13; 2:24). 

祂也赐⼈富裕，光荣(6:2).



结论

犹太教圣经中的训道篇结尾是12:13的经句。 

12:13 总⽽⾔之：「你应敬畏天主，遵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众⼈
的义务。」 

12:14 因为天主对⼀切⾏为，连最隐秘的，不论好坏，都要⼀⼀审
判。 

尽管作者给读者带来了挑战，但这种表述抓住了智慧的精髓。



的确，该指示的⼀部分-“遵守诫命”-在书中其他地⽅没有出现，
⽽另⼀部分-“敬畏天主”确实出现了（3:14;  5:6;  7:18;  8 :12-13）。 

作者（Qohelet）也有关于天主的审判的⾔论（3:17; 3:15; 11:9）。



⼈⽆法去证明奖惩的关系（如何审判），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这样
的制度。 

天主总是有可能以某种⽅式来清算每⼀个⼈，每⼀件事 (看格后
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