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道书 4:1-3 

所罗门重新回归从人类理性和经验的角度作以评估。他观察了不公的虚空，人
类在世上未能捍卫正义，使得在地上的存在不值得羡慕。 

所罗门已经观察到自然充满了周期循环。在传道书中，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

循环地回到同样的主题，重新作以评论。他从人类理性和经验的角度，重新审

视了欺压。 

当所罗门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时，他重新思考了第 3 章末尾的结

论，也就是虽然神按祂的时间掌控着万事，人类却在欺压者的手下遭遇不公。

所罗门在第 3 章观察到，恶人和义人在审判之日都会对自己的生命交账。现在

他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是在深度探讨人类互相伤害的现实。 

所罗门评论人类彼此所行的一切欺压。这显然是第 3 章讨论世界扭曲本质的连

接点，“在审判之处有奸恶“。这里，他讨论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
者拥有势力。人类在获取势力后会做什么呢？他们可以用来祝福，也可以用来

欺压。 

对于受欺压者，无人安慰。欺压的本质是对他人缺乏关心。当欺压者使用势

力、影响力、财富或地位来施行欺压时，只能说他们不会用自己的资源去安

慰。安慰一词是 naham，字面意思为 “叹气”。这也许意味着那些有势力的人不
会为受欺压的人感到痛心。他们只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其他人只是实

现欺压者想要之东西的手段。 

这种叹气的想法是一缕蒸气。如果所有人的生命都满了用所获势力欺压他人的

人，那么生活不就只有徒劳吗？这不就证明了一切都是虚空吗？所罗门在第 2 

节说到，他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他们已经逃脱了

从欺压而来的眼泪，因为死人摆脱了那些缺乏势力之人一贯的欺压，已经逃脱

了徒劳、虚空。 

那未曾生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死人已经从欺压中获取了缓刑，但未曾出生的对

欺压和其影响力完全不知。活着的人更糟，因为他们必须每天处理这样的现

实。 



那未曾生的从未降服于受欺压者的困境 (或者欺压者的羞辱性罪行)。甚至更普

遍的是，那未曾生的无需对付那面对不公而有的无力的挫败感。他们从未见过

日光之下的恶事，就是比那些遭受欺压的人更广阔的恶网。 

在虚空之中，理解力是有限的，以致缺乏了确定性和清晰度，人类注定在扭曲

和恶事中挣扎。如果这就是生命的全部，那么最好是不要活着，因为这样就无

需观察日光之下所有的恶事。 所罗门再一次从人类的理性和经验做出评论，并

且会继续在理性和经验的观察和信心的观察间循环。 

传道书 4:1-3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

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2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

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3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

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