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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智慧文學與新約的智慧文學各有不同的面向，傳道書

與雅各書分別是舊約與新約的智慧文學，它們都有不同的神學，

以及對事物的理解。

傳道書以日光之下的角度來看世界，認為人、物、事的動作

與走向都受到現存在日光之下的虛空來理解，到底日光之下的角

度是怎樣的角度？傳道書討論日光之下，它不會討論日光之上，

代表它不會討論天堂與地獄的問題，也不會討論救贖、拯救、犯

罪、墮落的問題，它不會教導世人如何得救，卻教導世人如何做

人，在日光之下虛空的世界中如何活得有智慧。既然信徒與非信

徒都要在日光之下生活，那麼傳道書所論及的智慧適用於信徒與

非信徒，而當中所提到的虛空與苦難都會臨到信徒與非信徒，所

以，信徒不會因為信主或認識真神而使他們有「苦難豁免權」，

他們都必與非信徒一樣面對世界的虛空與定時。再者，神在這虛

空的日光之下的世界，是一位賜予每一位人類一份的神，叫人在

世上能享用神所賜的一份，然而，世人卻因為種種的原因與執

著，期望獲取更多及更長久，卻墮入追逐名利的網羅，最終未能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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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神所賜的一份，也未能好好珍惜眼前人，最後卻竟成為禍

患、虛空與捕風，最終都會死亡成為塵土。這樣，每一個在日光

之下生活的人是微塵，都必定走向死亡的定期，人類本是塵土，

還要歸於塵土。在這個日光之下的現實中，傳道書教導我們如何

在微塵般的人生中，活得有智慧，享用神所賜的一份。

傳道書是借用古近東的文化來寫的，來自一個東方文化。

東方文化不怕張力與矛盾，也不會清楚說明每一件事，東方文化

喜愛在矛盾中找到智慧，所有傳道書的內容有很多矛盾，有兩種

（或多種）聲音。很多西方學者評議傳道書存在著矛盾，但往往

矛盾是在讀者那裡而不是在傳道書的作者那裡，因為他認為人生

就是這樣矛盾，而智慧往往都是一個謎。智者的風格，往往都以

矛盾作切入點，為要吸引人注意，叫讀者思考，並在思考中看見

吊詭性，而智慧不一定提供答案，而是提供問題。微塵裡的智

慧，就是需要人生去體會。

雅各書是新約的智慧文學，是耶穌基督追隨者的智慧，它

不是說明教義，而是說明基督徒的倫理與行為守則。雅各的教

導，並不是自創的，而是跟隨了耶穌基督的教導，叫讀者想起祂

的比喻、箴言與智慧，並把這一切放在教會的場景與人際關係之

下，好讓讀者能在其中得到追隨主的智慧。雅各書論及在微塵中

的人，但與傳道書不同的，就是它直接指出在微塵裡人類罪性的

敗壞，說明罪惡以不同的面向出現在教會的群體中，有假冒為善

的、不勒住舌頭的、不能勝過試探的、重富輕窮的、狂妄的，犯

罪而受苦的。雅各深深體會人性的敗壞，期望一言中的地指出問

題所在，也同時提供耶穌基督的智慧成為答案。

然而，雅各書宣認人生就好似一片雲霧，出現少時便不見了

（雅4:14），這個比喻與傳道書的虛空有點相似，也與人類作為

塵土的本相吻合。基於人生是一片雲霧，所以人生的動作都是在

「主若願意」的位置上，人類在世上是過客，卻總是看不開，被

試探與罪惡所勝，以為自己是神，也以為自己是明天的主人，誰

不知原來每一個人都是微塵，這是塵土的本相，也如雲霧一樣不

見了。因此，雅各書的智慧叫我們要回轉，回到耶穌基督的愛與

赦免當中，離開塵世那種追名逐利的心態。

兩種智慧文學，帶來兩種不同的智慧，在如微塵裡的人生中

發出呼籲。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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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塵裡的智慧》集合了我在中華宣道會友愛堂所宣講的

十四篇講章而成，有七篇關於傳道書，另外七篇則關於雅各書。

這些講章都是在牧養的場景中，以及與弟兄姊妹的傾談與同行中

孕育出來的，它們不是學術的釋經，而是生命的牧養材料，期望

弟兄姊妹在這兩類的智慧文學中，一方面能享用神所賜的一份，

另一方面能在群體的互動中實踐追隨基督的生命。感謝友愛堂，

這是我的家，是我體會生命同行的溫度的地方，在這裡，我看見

弟兄姊妹如何把信仰變得真實，如何把神學變成可行。鑄人以

道，愛人以誠，還是自己的堅持。

高銘謙

2023年4月26日

寫於開往長洲的新渡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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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時與死亡中活出智慧

人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這是創造秩序的規定，歷世歷

代都沒有人能打破這命運，人永遠都只能在成為微塵的遠景上活

著。

傳道書的主題是虛空，第三章用「定時」來解釋這個世界

虛空的特質。第一節這樣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

時」，這是一句主題句，介紹之後的經文所提及的東西都與「定

時」有關。到底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定時」？ 

創世記第一章最常出現的動詞是「分開」(創1:4、6、7、14、

18)，這是神創造天地時所常做的動作，祂把日與夜、上面的水

與下面的水等等都分開，把本來混亂的世界以分界來回歸秩序。

這樣，神藉著「分開」創造了時間（日與夜）與空間（上面的水

與下面的水），以致時間及空間都有界限來分界。有了時間，所

有東西在空間當中可以動，神的創造不是靜止的創造，而是有動

感的創造，在空間當中不停的動（例如魚在海的空間中動，鳥在

天空的空間動），這便是傳道書對「定時」的理解，所有動的東

西都要面臨界限，經歷「日」，之後便經歷「夜」，所有的東西

都轉動，轉回原本的位置。因此，這個創造界是一個有界限的創

造，有開始及結束，有日，也有夜，這便是創造的本質。

由於這個世界的創造有界限，在這世界生存的人類便自然經

驗生離死別，苦難便由此而生。苦難是當人面對界限時的情況，

人生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停留，好的東西不能停留，懷的東西也一

樣，這便是世界的虛空。傳道書三章1節說明凡事都有定期，天下

萬務都有定時，而萬務是指人類所有做的事及經驗的事，所有東

西的出現，都自有界限及限期，例如幸福及錢財，這些萬務都有

它的定時，在這樣有定時的世界當中，傳道書給予我們做人的哲

理，到底在這「有期」的世界當中，我們如何面對及自處？

傳道書三章2至8節進一步告訴我們定時的各種處境，以下是

有關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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