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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啟示錄導讀（1）啟示錄的前三項特色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瑪拉基書4:2-6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讀罷瑪拉基書4:2-6，或許有人會忍不住發出疑問說：“這段經文提到的先知以利亞，在這裡

是指誰呢？”根據列王紀上17章以及列王紀下2:11的記載，以利亞是個偉大的先知。瑪拉基死

後，神藉先知的曉喻沉寂了四百多年，才有一位像以利亞的先知來到，預示救世主彌賽亞耶

穌基督已降臨。根據馬太福音17:10-13以及路加福音1:17的記載，這位先知就是施洗約翰。他

要叫百姓認罪悔改，預備好自己的心來迎見耶穌，因耶穌不但帶來和平與合一，還要為拒絕

悔改的人帶來審判。 

 

或許還有人不禁會感慨地說：“一個時代結束了，這預示著另一個時代的開始！”瑪拉基具

體地告訴我們如何委身於神：神配得我們為祂獻上最好的，我們不但要改變自己錯誤的生活

方式，還要重視家庭，與配偶相伴終生。此外，我們也應讓神煉淨我們，並把收入的十分之

一獻上，同時明白我們根本沒有甚麼可誇耀的。 

 

瑪拉基以末日的審判來總結他的信息。對信靠神的人來說，末日是喜樂的日子，因為他們可

以在永恆的國度裡與神同在；但那些離棄神的人，則要像乾草被火燒盡。神為了幫助世人面

對審判的日子，差遣了好像以利亞一樣的使者施洗約翰來，為彌賽亞耶穌預備道路。新約就

是從這位先知呼召人認罪悔改並歸向神開始的。雖然歸向神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但到最後我

們必定會覺得一切的犧牲都是值得的。 

 

根據瑪拉基書最後幾節經文的記載，“公義的日頭”指的是自己發光且作為光源的基督。“

其光線有醫治之能”，這句話象徵基督醫治病人的各種疾病、以及救贖罪人之靈魂的事工。 

 

“我僕人摩西的律法”，這句意指訓蒙的師傅律法將我們引領到基督。神在何烈山所賜下的

律法，超越時空的局限，是神為了血緣的和屬靈的全體以色列而立的永恆之約。神之所以將

律法委託給摩西，以他為管家和僕人，是為要使立約的百姓記念並遵行神的律法。“差遣先

知以利亞”，這句話讓我們想到緊接著摩西出現的是以利亞，進而又聯想到在耶穌登山變象

時，一同出現的摩西與以利亞。這是在預言，彌賽亞的先驅施洗約翰的出現，他擁有與以利

亞相仿的心志和能力。因律法與先知的話成就在耶穌身上，這裡的經文也是在督促以色列，

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臨到之前，應當謹守遵行律法與先知的話，以預備迎接彌賽亞的降

臨。 

 

瑪拉基書4:6表明，施洗約翰的事工，就是使以色列兒女回轉，使他們效法先祖的敬虔與信仰

。因此，施洗約翰所發的呐喊“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是免受神咒詛的惟一解決之

道。 

 

瑪拉基書最後這段經文記載了神親自向敬畏他的人說話，也就是那些已經悔改，並渴慕見到

祂得勝、公義伸張的人。對他們而言，那造成烈火的太陽卻成為公義的日頭，為喜愛公義的

人帶來健康與醫治。他們將像牛犢從圈中被放出來，享受陽光；他們會跳躍，心中釋放，為

公義的得勝而歡欣。“公義的日頭”一詞，在聖經裡只出現這一次，翅膀的意象代表太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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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讓人想起近東紀念碑上如翅的太陽光輪。當萬軍之耶和華帶著全能而來，彰顯自己為

審判之主時，這幅圖畫是最適合不過了。從前因為行義而遭痛苦的人，最能讚賞這裡的大翻

身；惡人煙消雲散。他們不可自己報復，在沒有盼望下咬牙忍受。每一個時代受逼迫的信徒

，都渴望戲劇化的終局出現，神永遠的治理如日高升。先知則渴望先有普世悔改的情形出現

；若是不然，不悔改者的滅亡，便是惟一選擇，無法避免。 

 

瑪拉基書的最後三節是很恰當的結論，而這卷書也成為“十二先知書”的結束。希伯來文聖

經結尾是書卷（聖卷），而非先知書，但我們的舊約聖經是依據希臘和拉丁文譯本的順序，結

尾是先知書，這也顯得相當合宜。這裡提到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以利亞，耶穌在變象山上曾和

這兩位人物對話，一方面是回顧過去之約，另一方面則是瞻望未來將成全一切的約。要來的

“以利亞”之應許，保證在末日來臨之前，還將有一次先知的聲音。 

 

瑪拉基書4:4提及的律例典章特指整個摩西五經，用申命記的詞彙表達。“當記念”的勸勉，

在申命記用過十三次，要人注意他們被神拯救的經歷；這裡則呼籲所有以色列人要遵行摩西

的律法。這個名詞主要是指立約時當盡的義務，後來則概指摩西五經。“律例典章”，狹義

是指原則性的法則與個案類法則，不過常用來指神的律法。何烈是西乃的另一個名字，常有

人說是專屬申命記的，但出埃及記也出現，而西乃則出現於申命記33:2。如果以色列人不聽瑪

拉基的預言，神就讓他們記住：神的律法乃是命令，而一位大君王的命令若被忽視，其子民

必遭懲罰。 

 

談完過去的命令，瑪拉基便瞻望那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這是約珥書2:31的用語。不過，那時

之前將先有警告。用以利亞預表未來那位先知，或許與剛才提過何烈有關，因為他也像摩西

一樣，在那裡從神領受了啟示；而以利亞成為全國道德的催化劑，沒有一位先知能像他，如

此戲劇化地改變同胞的態度，影響了全國的命運。或許作者認為以利亞就是瑪拉基書3:1-3的

使者；他可以叫火從天降下，在何烈山看見耶和華的狂風、地震與烈火，又被火車火馬從以

利沙身邊接走；他既沒有經過死，就表示他還活著，可以執行他的任務。 

 

這位未來先知的使命，被形容為在兩代之間架橋樑。第五誡意味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學校。

在這個“小世界”裡，人們可以學到權柄與服從、愛與忠誠、順服與信任，遠超過在別處的

學習；倘若神的話成為家庭的指南，整個社會都會改變。瑪拉基最後的話是另一項驚恐的抉

擇：神的咒詛。“咒詛”一詞與分別為聖的概念有關，指一種禁忌，專用於毀滅。只要有人

敢動原本起誓要獻給神的，就會遭滅絕，因這是成聖的，不讓世俗來用。迦南人的城與人口

都屬於其他神祇，所以受到咒詛，要全然滅盡。這種淒慘的命運後來成為最後審判的恐怖寫

照；能夠逃脫的人乃是蒙了大恩。 

 

瑪拉基書4:6所記載之神所說的話，有學者在形容以利亞時曾引用過，根據路加福音的記載，

天使傳話給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時，也曾提到。根據馬太福音11章的記載，耶穌指認瑪

拉基書3:1的使者即為約翰，以利亞也是約翰；不過根據約翰福音1:21的記載，約翰曾否認他

是以利亞，依照學者羅秉遜的看法，根據馬太福音3:12以及路加福音3:17的記載，約翰認為耶

穌就是如火之人。無論約翰對他自己的角色有何認識，他相信彌賽亞時代被引進了，而且若

要逃避最後的審判，就必須先經過試煉之火。他顯然非常熟悉瑪拉基的信息，並且深受其影

響。約翰的期待，在耶穌一生中並未實現。主第一次來臨與第二次降臨之間有一段間隔，恩

典的時日延長，最後審判延後了。然而這並非說，審判已經取消。根據啟示錄22:10-15的記載

，舊約結束時的警告，在新約的結尾也未消失；不同的是，新約的最後一句仍以恩惠作結語

。 

 

到這裡，我們就完成了舊約聖經最後一卷瑪拉基書所有章節的領略與縱覽。結束了舊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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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覽歷程後，從今天的節目開始，我這個聖經導遊，將繼續帶領大家，隨著我們這輛聖經

巴士開啟本次穿越之旅的終極一站：新約聖經最後一卷，啟示錄的研讀歷程。希望這段新的

穿越聖經之旅會讓你更加期待，並帶給你更多的驚喜與得著。 

 

我們現在開始查考啟示錄了，我心裡感覺很複雜，讀到聖經中最重要的書卷之一啟示錄，這

讓我心生畏懼，但同時也有喜樂。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告訴我們世界的結局。看到現今的

世界局勢，我心中不安。望眼過去、一片漆黑，真不知道會有怎樣的結局。當我翻到聖經最

後一卷書，仔細研讀的時候，聖經告訴我們結局將是美好的。看來魔鬼似乎在世上呼風喚雨

，但是神能解決它。神將要重新掌權，其實神從來沒有失去主控權，神正按著祂的時間表，

讓祂的愛子、主耶穌基督，坐在寶座上掌管王權。現在看來，世界的確幽暗。我認為，若有

人能樂觀地看今天的世界，他的腦筋一定有問題。世界的處境非常險惡。但我不是悲觀主義

者，因為我有啟示錄；我可以對每一個信靠基督的人說：“不要擔心。這些都會得到圓滿的

解決。”神是掌控未來的。所以我要與主同在。正如加爾文所說的：“我寧願先輸後贏，也

不要先贏後輸。”我告訴你，現在看似乎有損，但將來必定會贏。我知道結局，因為我在讀

啟示錄。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認真研讀啟示錄。 

 

正如先前所說，我以恐懼顫兢的心情讀啟示錄。首先，你的聖經知識可能還不夠。你看，啟

示錄是聖經的第六十六卷書，即最後一卷。這表示你在讀啟示錄之前，必須先讀完其他六十

五卷書。你必須對這六十五卷書的背景有相當程度的認識，除了心中牢記著聖經記載的事之

外，還要有感受。讀啟示錄第二個讓我感到心生敬畏的因素，是提醒。我們在讀啟示錄的時

候，當下的社會氛圍不好。原因不只是我們處在懷疑不信的世代，而且日子過得很黑暗、艱

困、又絕望。我們看到在政治、科學、教育、軍事、或娛樂界，每個領域的領導階層都有虧職

守。教育界連校園都掌控不了，還能為世界培養領袖人才嗎？企業界則被財團掌控，演員也

能上媒體講時勢。只要聽他們講幾句話，就知道他們沒有內涵。可是他們大言不慚，卻說不

出有價值的內容。沒有一個領域可以提出解決之道，顯然欠缺領導人才，沒有人能帶領我們

從這樣的處境中脫困。我們處在艱難的時期。我認為這也是教會有史以來最糟的時代。教會

對時下的難題也沒辦法。教會人數快速增長，希望還能繼續成長。現在大家漸漸富裕了，要

小心，不要因富裕阻礙了心靈對真理的渴慕。 

 

雖然解經家對啟示錄的細節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們在主要的詮釋上，有以下四個主要

的派別：第一，前千禧年派，這個學派認為啟示錄所有的預言已經完全應驗了。這個派系主

要是針對約翰，以及尼祿時期的教會。大部分的德國學者都持有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約翰寫

啟示錄的目的，是為了安慰當時受逼迫的教會，用當時基督徒能理解的隱喻寫成。我要說，

啟示錄的確安慰了當時神的兒女，也安慰了歷代以來的人心。但若堅持啟示錄所有的預言已

經應驗了的說法，等於把啟示錄排除在聖經之外，認為這卷書對現代人是毫無意義的。我認

為這種說法經不起歷史的考驗。第二，歷史應驗學派，這個學派認為啟示錄的異象持續在應

驗中，從約翰的時代直到現在。對啟示錄的七個教會而言，我相信這是正確的；但不止於此

，我們看到啟示錄還有針對將來的預言。第三，象徵性的歷史學派，這個學派的說法是根據

歷史的理論，作更細膩的詮釋。他們認為啟示錄中的兩個獸，既跋扈又偏狹，是指羅馬政府

；這卷書主要是幫助、安慰在苦難中的基督徒。根據這個理論，那麼啟示錄中大部分的預言

已經應驗了，對今天的教會而言，啟示錄只是屬靈教訓而已。我們稱為無千禧年派的看法，

大部分都採用這個觀點。他們把啟示錄的目的和本意消耗殆盡了。以前我在神學院讀書時，

從無千禧年派的觀點研究希臘文和英文版本的啟示錄。僅僅一句“這都是象徵性”的說法，

就把啟示錄的一切事實一筆勾消，又說不出這些象徵所代表的意義。他們又從這個觀點衍生

出很奇怪的解釋，這是他們的問題。例如，有一個解經家從這些象徵中看到馬丁路德和改革

宗，另一人可能解釋成印刷術的發明！我認為這種解經方式，辜負和傷害了神賜下啟示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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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和目的。第四，千禧年曆史學派，這個派別認為啟示錄是一卷預言的書。啟示錄從榮耀

基督的啟示開始。然後是教會歷史，在3章結束時，教會將要被提到天上成為新婦；當基督再

來，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時，教會將與基督一同來到地上，作王一千年，那是個試驗期，因

為一千年之後，撒但會暫時被釋放。然後永恆開始了。這是普遍被接受的啟示錄的觀點。現

代人對這個觀點有諸多評論，他們不但輕視它，還很嚴厲地批評。 

 

啟示錄有六項明顯的特色。第一，啟示錄是新約中惟一的預言書。舊約聖經有十七卷預言書

，新約聖經只有這一卷。第二，作者約翰回溯到亙古，比聖經中任何作者追溯的更遠。約翰

福音開宗明義地在1:1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接著進入神創造，1:3又說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然後約翰寫啟示錄，他提

到永恆的未來，以及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永恆的國。第三，研讀啟示錄的讀者特別有福。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裡。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