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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國的政府組織一直在演變，開國君王掃羅作王時，大概礙於當時的環境和缺

乏經驗，政府的組織是簡單而鬆散的，以一種由中央號召各支派的聯盟性質，無朝廷

及貴胄階級，亦沒有賦稅制度。大衛的朝代則較有組織，有首都京城，有朝廷眾官，

有人口統計，有敬拜架構。如今所羅門的朝代，他將大衛留給他的版圖加以穩固和拓

展，將國家所需要的行政組織優化。他擁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有精銳的軍隊，有

賦稅和徵用勞力的機制，還有龐大的建造計劃。 

 

 所羅門的官員分別掌管宗教的大祭司、書記、史官、軍隊統領、幕僚長、顧問、管

家，以及勞工總管。如果這些職位的編排及次序是代表了當時所羅門領導下的核心價

值，文官的比例比軍事將領為多，顯示國家的穩定是藉宗教、法規及外交的手段去維

繫，而不再是像掃羅或大衛般，依靠軍隊去維持國家或政權的穩定。不過這不代表所

羅門不重視軍事的力量，他擁有戰車用的馬棚就有四萬個，而騎兵就有一萬二千名，

而食物及運輸都一無所缺，強大的後勤支援，令行軍的速度極快而持久，這些都能震

懾當時的列國，讓這些國家每年都要進貢，免被所羅門所征服。 

 

 作者提到所羅門的智慧超過當時的東方人、埃及人，以及萬人，也就是當時代的所

有人。作者亦列舉出當時四個享有名聲的智者，就是以探、希幔、甲各和達大，他們

的智慧都不及所羅門。據資料顯示，以探是詩篇 89 篇的作者，而希幔就是詩篇 88 篇

的作者，不過所羅門卻作箴言三千句，以及詩歌一千零五首，從數量而言，所羅門事

實上又比以探及希幔為多。 

 

 的而且確，耶和華賜了智慧給所羅門，讓他有這恩賜去治理國家，無論在宗教、文

化、體制、財富、建築，以及軍事力量，都比當時的列國為強，萬國來朝，成就以色

列最輝煌的王國時期。當時，有誰會想到這輝煌的王國只能維持四十年，在所羅門過

世之後，王國就一分為二，成為南北兩國了，而且最後整個以色列民族都面臨國破家

亡的結局。以賽亞先知曾說過：「凡有血肉之軀的盡都如草，他的一切榮美像野地的花。

耶和華吹一口氣，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百姓誠然是草。」無論怎樣輝煌的王國，一

旦離開神的話語，最終都歸於無有。 

 

 世人總是重視一個有限的人生，而輕視那永恆的生命，人生如何的輝煌，最後都會

過去，但永恆的生命是無限的，為何不好好的經營將來永恆的生命，卻花無盡的精神

與時間在那必會過去的人生。將今生的時間投放在永恆的生命上，這才是最佳的投資

方法。今天，我們花多少時間在尋求神、追求神的話語、渴求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上

呢 ? 將追求屬靈的時間與追求屬世吃喝玩樂的時間相比，我們就知道自己的屬靈生命

是一個怎樣的光景。一個枯乾的屬靈生命卻期望在不需付代價下而獲得神的豐盛，這

種心態，比在零晨時份去排隊上頭注香的善眾也不如。這種廉價恩典的信仰，是不會

獲得神任何的眷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