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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眼光看新約(十二)啟示錄 

啟示錄的書名是由希臘文 apokalupsis而來，意思是「把隱藏的揭露出來」。這是

新約聖經的最後一卷書，當中提到許多天上的異象和未來的啟示。從某方面看，

啟示錄把末世和基督再臨作了詳細而具體的描述。由於書中有許多隱藏的奧秘，

不同的解經法，各種的主、客觀意識和概念，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推論和說法。

所以我們需要真理的聖靈引導我們研讀啟示錄，使我們有正確的態度面對末世。 

 

一. 啟示錄的背景 

啟示錄被寫成時正值教會遭逼迫，基督徒普遍盼望基督再臨和世界的末了。 

1. 寫作與地點：一般相信本書是由使約翰在拔摩島寫的。約翰由於見證耶穌，

被放逐至拔摩島〔距米利都西南 37哩〕。那裡土地荒蕪，滿地蛇和蝎子。 

2. 時間：多米田(81-96)當皇帝後，把皇帝崇拜發展到極致，他一反以往羅馬的

慣例，死後才被追封為神，即刻要百姓稱他：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基督徒

和猶太人因不肯屈從而遭迫害，許多人被殺，甚至許多信主的貴族遭到放逐。

多米田被當時史家 Pliny稱作從地獄來的獸，因他生性殘暴，做了許多變態、

違反人性的事，有人認為約翰在啟示錄中所提到的獸就是指多米田。 

3. 寫作對象：主要是寫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啟 1:11)，但也包含神所有的子民。

書中雖有許多隱晦難解之處，但一般公認是神的啟示，一直編在新約正典中。 

 

二. 啟示錄的解釋 

啟示錄屬啟示性文體，在教會歷史上，產生了四種解釋啟示錄的方法： 

1. 過去解釋法：過去派認為書中所講的完全是已過的事，以象徵性的手法記述

神對羅馬帝國的審判、以及善的得勝，與現今或後來的時代沒有關係。 

2. 歷史解釋法：歷史派認為啟示錄是一段歷史預言，記錄當時至主再來的人類

歷史，所有事件都以象徵性的手法進行描述。多數非千禧年派和後千禧年派

解經者都持此觀點。這一派的論說始於義大利修士約雅斤〔1202年〕，自稱

在復活節晚上得到異象，看見神在歷代的計劃。他把啟示錄中的 1260日每日

定為一年，說到關乎西方歷史事件的預言，時間由使徒時代直至自己所處的

年代。在他的構圖中，把敵基督和巴比倫應用在羅馬帝國和教皇制度方面。

後來，威克里夫和馬丁路德和其他的改教家也採取這樣的觀點。 

3. 未來解釋法：未來派認為啟示錄除了 1-3章外，所有異象都是關乎末日基督

再臨前後的一段時間。敵基督〔獸〕會在世界歷史最後一刻出現，並在基督

再來審判世界和建立世上千禧年國度時遭擊敗。這派的論說自十九世紀開始

風行，並在今天福音派中廣受支持。多數前千禧年派採用這樣的觀點。 

4. 靈意解釋法：靈意派認為啟示錄的基本性質是象徵和靈意的表達，這些表徵

不是要預言任何特定的歷史事件，而是啟示沒有時空限制的真理，這些真理

乃關乎一直在教會時代持續不斷地善與惡的爭戰。最後神與善取得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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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耶穌基督的啟示 

啟示錄開卷指出耶穌基督的啟示(啟 1:1)，不是道成肉身，而是天上異象的耶穌。

預言中的靈意是為耶穌作見證(啟 19:10)，藉著耶穌認識真理，明白各樣的奧秘。 

1. 榮耀之主：耶穌曾見證說祂要駕雲降臨(太 24:30)，眾目都要看見祂(啟 1:7)。

約翰曾在變相山看見耶穌身穿白衣(太 17:2)，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啟 1:13-16)。 

2. 教會的主：耶穌對七個教會說話，要他們作得勝者(啟 2-3章)，祂要建立祂的

教會(太 16:18)，並要把教會洗淨，成為榮耀聖潔無瑕，獻給自己(弗 5:26-27)。 

3. 寶座羔羊：只有基督配揭開七印(啟 5:9)，成全神奧秘的事(啟 10:7)，祂本是

神的奧秘(西 2:2)。父神藉著基督，將末世的奧秘啟示出來(太 24:36; 啟 1:1)。 

4. 得勝君王：敵基督〔獸〕要興起，與羔羊爭戰，也與聖徒爭戰，但羔羊必勝

過他們，同著羔羊的，也必得勝，因羔羊是萬王之王(啟 17:12-14; 19:11-16)。 

5. 婚筵新郎：基督再臨，祂要作王，擊敗眾仇敵。要審判全地，審判活人死人，

審判世界，也審判天使。也是婚娶的時候(啟 19:7)，祂要與新婦同得榮耀。 

 

四. 末世的啟示 

奧秘的事是屬神的，但神藉著預言，把未來的事啟示給人。末世的事雖然是隱藏、

封閉的，神藉著耶穌基督，把奧秘啟示在這卷書中，只有被神開啟的才能明白。 

1. 將來必成的事：約翰把所看見的，現在的事，和將來必成的事寫出來(啟 1:19)。

他看見天上的異象，關乎過去、現在、未來，也適用於當今任何的時代。 

2.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永恆是神的屬性，含蓋任何時空，祂又被稱為亙古常

在者，國度、權柄都從祂而來。一切都是神命定，直到所定的日期(但 7:9-14)。 

3. 阿拉法、俄梅戛：基督是首先的、末後的；祂是初，也是終(啟 22:13)；一切

由祂發動，也由祂總結(來 12:2)。萬有藉祂造的(來 1:2)，都本於祂，倚靠祂，

也歸於祂(羅 11:36)。藉著從死裡復活，把我們帶入永恆(啟 1:17-18)。 

 

五. 新婦的啟示 

啟示錄是寫給神的子民，藉這書上的話，叫我們警醒預備，好迎見基督的再臨。 

1. 亞西亞七個教會：啟示錄不是僅僅寫給當時的七個教會，也寫給歷世歷代的

每一個教會，凡有耳可聽聖靈說話的，都要被神呼召成為得勝者(啟 2-3章)。 

2. 神面前的 24 位長老：12代表神子民，指舊約以色列 12支派和新約 12使徒

為根基所建立的教會。24個座位上的長老，就是新約和舊約得勝者(啟 3:21)，

他們要與主一同審判以色列 12支派(太 19:28)，審判天使和世界(林前 6:2-3)。 

3. 14 萬 4 千：以色列 12支派，每支派 1萬 2千人，合計 14萬 4千人，他們是

跟隨羔羊的，與羔羊一同得勝(啟 14:1-5; 17:14)。14萬 4千是 12乘 12乘一千，

一千代表與主同作王(啟 20:4)。與坐寶座的 24位長老同是表示得勝的聖徒。 

4. 新耶路撒冷：當末日審判後，將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

而降，城門有以色列 12支派的名字，城牆有羔羊 12使徒的名字(啟 21:9-14)。

代表神子民與主合一，彼此合一(約 17:20-23; 弗 2:19-22; 4:1-6; 林前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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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論─千禧年 

研究末世論，一定要討論到千禧年，但「千禧年」這詞，並未出現在聖經，而是

解經家在解釋啟示錄 20:4-6時，用「千禧年」形容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但不同的解經產生以下三種不同觀點：1) 無千禧年，2) 後千禧年，3) 前千禧年。

這三派都相信基督的再臨，但無千禧年派否認地上實存的千年國度，認為一千年

只是象徵聖徒完全得勝與作王。前、後千禧年派則相信在地上實存的千年國度，

只是前派相信基督在千年國度前再臨，後派認為基督在千年國度後再臨。不同的

千禧年觀影響到基督徒不同的人生觀：出世或入世，悲觀或樂觀，積極或消極等，

也導致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社會觀，甚至導致不同的行為和歷史結果。 

 

一. 無千禧年主義(Amillenialism) 

啟示錄寫成之後不久，千禧年的問題就引起早期教會的關注，經過歷史的演變，

人們對千禧年的觀點也不斷修正。無千禧年觀曾是教會的主流觀點，千禧年乃是

指教會時代，代表基督第一次降臨，成就救贖，直到祂再臨之日。千年只是意喻，

代表一個時代，時代的久長則無人知道，因為基督再臨之日不在啟示範圍之內。 

1. 逼迫時期：因著羅馬政權的統治和逼迫，許多教父將盼望放在千禧年之上。

他們認為基督即將來到，已死的聖徒將要復活，和活著的聖徒一起，與基督

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千年國度中得享平安，在神豐富的物質供應中享受快樂。 

2. 國教時期：當基督並未如教會所預期的，在很短的時間內降臨，而羅馬又將

基督教定為國教，因此對千禧年的看法便有所修正，以為千禧年已經發生了。

藉著福音廣傳，教會便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情景，然後基督就要再臨。 

3. 奧古斯丁的觀點：奧古斯丁原來相信有地上的千年國度，但 410年，羅馬城

被蠻族攻陷，心痛之餘，他寫了「上帝之城」。他認為千禧年在教會時代已經

實現了，基督的再臨不是要進行千禧年的統治，而是要展開新天新地和新耶

路撒冷的永恆狀態。這看法就是無千禧年的看法，一千年只是靈意，而不是

實際的年日。奧古斯丁的思想變成羅馬天主教思想的基石，在日後東正教，

歐洲宗教改革和英國國教的初期發展中，也都持無千禧年的觀點。 

4. 中世紀：自奥古斯丁起，無千禧年派便成了教會的信念，千禧年的信念普遍

被當時教廷所拒絕，且被視為異端，認為只是猶太人的夢想，是無法實現的

夢幻。雖然仍有人存千禧年的望盼，但影響不大。第十世紀時，末日將臨的

思想散播很廣，但人們只聯想到敵基督將臨，極少人將它與千禧年相提並論。 

5. 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初期，人們迫切盼望社會、政治、經濟的革命性改變，

盼望基督的再來，於是出現眾多千禧年團體。當時重洗派和德國的農民運動，

主張在地上實現千禧年國度。他們相信他們是讓千禧年臨到的工具和選民，

透過他們締造新體制，基督才會降臨，與他們一同作王。但宗教改革的領袖

如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都不主張千禧年的實存性，馬丁路得認為在審判前，

基督會到地上作王一千年是荒謬的，是受猶太人末世觀影響的異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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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千禧年主義(Postmillenialism) 

17世紀開始的人文主義相信人定勝天，不少神學家主張末世之前人能建構千年

國度。不僅是自由派，保守派也有多人鼓吹這種論說。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人心的險惡和社會的腐敗再次顯明以來，保守派持這種看法的，已經寥寥無幾。 

1. 舊後千禧年派：這派秉承奥古斯丁的觀點，把一千年看作教會在地上治理的

時期，不同於無千禧年，世界會有實質的一千年盛世。許多福音派信徒認同

這個觀點，認為千禧年乃是教會未來的一段時期，是在聖靈大能引導之下，

神的工作要復興，罪惡止息，世人都歸服基督，實現「基督化」的太平世界。 

2. 新後千禧年派：這種觀念被 19-20世紀新派神學接受，他們根據人本主義與

進化論，表現出樂觀與世俗化的哲學思想；認為世界正在改良的階段，藉著

努力推動社會福音，以愛與道德建立，改造社會、建立地上天國。這派主張

社會關懷和改革，但其中有不少觀點導致對人性有不符聖經的理解，就是人

扮演神的角色，在地上靠人自己強行實現天國，結果適得其反。 

 

三. 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ialism) 

19世紀中葉後，前千禧年派才廣為流傳，他們按字面解釋啟示錄 20:1-6，描述

基督再臨，在大災難末期開始千禧年的統治。這派又分為歷史性和時代性兩派，

從這觀點又衍生出三種不同的被提：1) 災前被提，2) 災中被提，3)災後被提。

而無千禧年派與後千禧年派因相信千禧年已經開始，比較沒有被提的觀念。 

1. 舊前千禧年派：又稱歷史性前千禧年派，此派見解是根據神六天創造天地，

一天安息的記載；認為歷史將延續六千年，而後有一千年的安息。這個見解

包含了唯物主義的觀念，而千年這名，多半用以表明千年之福的一種說法。

此說又主張，在一千年結束時，將要有大審判與新天新地。這派與時代論的

最大區別是不將以色列與教會分開，相信聖徒公開被提。 

2. 時代論前千禧年：時代論(Dispensation)雖是由弟兄會的達秘所倡議的，經過

司可福所編著的聖經和宣教熱忱而發掦光大，許多新興教派接受這個觀點。

由於持時代論的派別繁多，故立論與觀點各有出入，沒有統一的看法。 

a. 他們信聖經絕對權威，解經時按照字面，強調希伯來文與希臘文字源、

字義與文法、系統排列聖經的記載，把歷史和時事配合。 

b. 他們按「前千禧年，災前被提」的觀點來解經，將人類歷史從亞當直到

基督再臨分為七期：無罪、良心、人治、應許、律法、恩典、國度。 

c. 他們認為千禧年是猶太性，因猶太人拒絕耶穌作王，故天國暫被擱置，

直到基督再臨耶路撒冷作王一千年，才實現祂首次降臨建立天國的目的。 

d. 他們認為基督再來之前，教會將秘密被提，他們不會經過大災難，故被

稱為災前被提。但許多持時代論者，只承認公開被提，不同意秘密被提。 

e. 時代論因著司可福聖經的廣傳而散佈到各地，影響深遠。著名的達拉斯

神學院視千禧年前派、災前被提為正統。加上近年來末世影片的流行，

愈來愈多的基督徒接受前千禧年，災前被提的末世觀。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90%AF%E7%A4%BA%E5%BD%95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4%A7%E7%81%BE%E9%9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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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無千禧年派(Amillennialism) 

這派認為末日之前地上不會有千禧年，千禧年就是基督在天上與聖徒一同作王。

在末日之前，良善與邪惡、神的國度與撒但的國會同時發展。基督再臨後，隨即

有死人復活、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後便有新天新地。他們認為啟示錄不能用字面

解釋，必須用靈意解釋，神的國就是教會時代，這時代結束後，就進到新天新地，

不必有地上的千禧年國度。無千禧年派並不否定千禧年，而是相信千禧年完全在

今世實現，所盼望的千禧年並不是地上的一千年〔如前、後千禧年派所提倡的〕，

而是象徵聖徒完全得勝，與基督一同作王。這派說法自奧古斯丁時期流傳至今，

現今的天主教、東正教、傳統改革宗，和保守教派，都持這樣的觀點。 

 

 

圖二. 後千禧年派(Postmillennialism) 

這派相信在教會時代，透過福音的廣傳和聖靈在人心中的工作，這個世界會漸漸

基督化，然後神的國度會實現在地上，那時地上會有長時間的公義和平，這時期

就稱為「千禧年」。接著是七年大災難，每一位信徒都要經過大災難。之後基督

將第二次降臨，隨即會有死人復活、白色大寶座審判，然後新天新地開始。他們

相信在教會時代撒但是被捆綁的，意思是牠只能作神所准許牠作的事，因為耶穌

已經戰勝撒但，所以牠的工作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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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前千禧年派(Premillenialism) 

這派認為千禧年開始前會有七年大災難。基督會在大災難初期、中期，或末期，

第二次降臨地上。千禧年就是基督在地上建立國度一千年。千禧年完結後，隨即

會有死人復活、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後有新天新地。這派對「被提」有三種看法： 

1. 前千禧年，災前被提：指信徒不會經過大災難，他們在大災難開始之前已經

被提到天上去，與主同在了。 

 

2. 前千禧年，災中被提：指信徒會經過三年半的大災難，然後被提。 

 

3.  前千禧年，災後被提：指信徒會經過七年的大災難，然後才被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