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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十二)末世論 

末世論 Eschatology 是研究末世的學問，和有關末世的各種理論，如前千禧年派、

後千禧年派，或無千禧年派。也討論教會或信徒被提 〔災前、災中、或災後〕，

復活、新天新地，與最後審判等議題。在教會歷史上，凡是宣稱基督何時再臨的

教會或教派，結果都陷在錯謬裡。近年來，關乎基督再臨和千禧年國度的建立的

說法，被廣泛討論，並且形成末世的教義。由於末世是被封住的奧秘，沒有人能

完全解釋末世現象，所以要以謙卑的態度，承認自己的有限，來研究末世論。 

 

一. 末世的意義 

在聖經中與末世相關的詞彙有：基督再臨，最後的審判，白色大寶座，大災難，

大戰爭，被提，羔羊婚筵，新天新地，神國，千禧年，敵基督，世界末日等。 

1. 字義：末世論 Eschatology，是從希臘文的 eschatos 而來，這字的意義就順序

而言是指「最後 last day」，就時間而言是指「結束 end time」。有先，就有後；

有開始，就有結束。就人而言，有生，就有死；就世界而言，有創世，也有

末世。啟示錄三次說到耶穌基督是「末後的 eschatos」(啟 1:17; 2:8; 22:13)。

世界是藉著祂造的，也是由祂終結；祂是創世的主，也是末世的主。 

2. 時間：人受時間的限制，神卻超越時間，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在神手中。 

a. 舊約提到「末後的日子、那日、耶和華的日子」等，這些日子與彌賽亞

降臨有關；已應驗的指祂第一次降臨，未應驗的則指祂第二次降臨。 

b. 所有新約聖經的作者都提到末世，他們盼望基督再臨的日子，就是末世

臨到(帖前 4:16; 來 9:28; 雅 5:8; 彼後 3:3; 約一 2:18; 猶 14)。 

c. 狹義的末世指基督再臨(太 24:3)，那日子只有神知道(太 24:36; 徒 1:7)。

廣義的末世則包括基督第一和第二次降臨(徒 2:17; 林前 10:11; 來 1:2)。 

3. 信仰告白：末世是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告白，基督徒所盼望的不在今世，而在

來世；顧念的不是暫時，而是永恆；所思念的不是地上的事，而是天上的事。

末世也是基督再臨之日，面對末世，聖徒不是懼怕，而是盼望：「我願你來」。 

 

二. 末世論的歷史 

末世的觀念從猶太人來的，他們盼望彌賽亞來，復興以色列國，建立神的國度。

耶穌時代，人們盼望實質的國度，但耶穌沒有應他們所要的(路 17:21; 徒 1:6-7)。

不同宗派團體，如世俗的撒都該人、保守的法利賽人、避世的愛色尼人、激進的

奮銳黨人，他們都相信末世，但卻有不同的解讀和盼望。以下是不同的末世觀： 

1. 初代教會：從使徒四處傳福音開始，末世與基督再來，就成為基督教的基本

信念，他們相信在不久基督就要再臨。第 2 世紀中期的「使徒信經」也堅信

基督：「將來必從〔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面對羅馬的逼迫，基督

徒把盼望放在基督的再臨，並且要與祂一同作王一千年〔前千禧年〕。156 年，

孟他努預言不久基督要再臨，新耶路撒冷要降在培埔查，但並未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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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教時期：當基督並未如教會預期的在短期再臨，398 年，羅馬又將基督教

定為國教，教會充滿樂觀的氣氛，認為現在教會已經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

年後，基督就要再臨〔後千禧年〕。奧古斯丁原來也相信地上會有實質的千年

國度，但 410 年，羅馬城被蠻族攻陷。痛心之餘，奧古斯丁寫了「上帝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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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無千禧年」的看法，

一千年只是靈意，而不是實際的年日。奧古斯丁思想成為天主教思想的基石，

日後東正教，歐洲宗教改革和英國國教初期發展中，也都持無千禧年的觀點。 

3. 中古世紀：自奥古斯丁起，「無千禧年」便成了教會的信念，實質千禧國度的

想法，無論是「前千禧年」或「後千禧年」，都被教會拒絕，視為異端，認為

這只是猶太人的夢想，無法實現。第 10 世紀末，末日將至的思想廣為流傳，

許多基督徒敬虔等候末日降臨。13 世紀，西篤會的修士約雅斤根據啟示錄的

1260 日解釋末世，將歷史分為「聖父」、「聖子」、「聖靈」三個階段，1260

年乃聖靈階段的開始。在此之前，不斷有戰爭、災難及教會腐敗，然後聖靈

接管，清除教會弊端，實現末日公義和平的國度。他把敵基督和巴比倫應用

在羅馬帝國和教皇制度上，這觀點影響威克里夫、馬丁路德，和許多改教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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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望基督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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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自認為是神的選民，透過他們締造新體制，基督才會降臨，與他們一同

作王。但宗教改革的領袖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都不主張千禧年的實存性，路德

認為實質的千年國度的思想是荒謬的，是受猶太人末世觀影響的異端思想。 

5. 後千禧年：17 世紀人文主義興起，相信人定勝天，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神學家

都主張末世之前，人能建構千年國度。但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人心的險惡和

社會的腐敗再度顯明，而今大部分的保守派神學家很少有人持這種的看法。 

6. 前千禧年：19 世紀中葉後，「前千禧年」的說法才廣為流傳，他們按字面來

解釋啟示錄 20:1-6，描述基督再臨，在大災難過後，開始「千禧年」的統治。

從這觀點認為世界會愈來愈壞。從這觀點又衍生出三種不同的「被提」。 

a. 災前被提：指信徒不會經過大災難，在大災難開始之前，信徒被提。 

b. 災中被提：指信徒會經過三年半的大災難，在大災難中，信徒被提。  

c. 災後被提：指信徒會經過七年的大災難，大災難之後，信徒才被提。 

7. 被提 rapture：這字源自拉丁語 raptus，意思是「使之升起」之意。聖經與此

有關的記載，可能只有以諾和以利亞，猶太傳統也沒有作過「被提」的評論。

新約被提的經文〔太 24:40; 林前 15:52; 帖前 4:15-17〕，似乎和末世基督再臨

有關。「無千禧年派」和「後千禧年派」不相信實質的被提，但「前千禧年派」

則深信不疑，但是究竟如何被提？何時被提？誰能被提？被提之後又如何，

聖經並沒有清楚的解釋。這概念大約是在 1830 年代產生，天主教、東正教，

和主流更正教教派不教導，或抵制這教義。20 世紀後，由於「前千禧年派」

教義的廣傳，並大力宣揚「被提」的觀念，愈來愈多基督徒相信「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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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AD%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7%A6%A7%E5%B9%B4%E5%89%8D%E8%AE%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7%A6%A7%E5%B9%B4%E5%89%8D%E8%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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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末世論的根據 

要瞭解末世，不是靠人的推論，而是靠神的啟示，是以耶穌為中心的啟示。聖經

為耶穌作見證(約 5:39)，因此，探討末世論要根據耶穌，祂是首先的，是末後的；

是救主，也是審判的主。福音書上記載了耶穌所說關於末世的預言(太 24-25 章; 

可 13 章; 路 17:20-37; 21 章)，這些教導是末世論的指導原則，以此為基本架構，

再參考其它的聖經書卷，如此，才能對末世論有整體性，且又清晰的概念。 

1. 末世的徵兆：耶穌預言聖殿被毀，又提到末世祂要再臨的徵兆。聖殿果然在

公元 70 年被毀，聖殿被毀的預言應驗，印證耶穌所說的末世預言也要應驗。

那日子雖然無人知道，但是兆頭是顯明的，叫聖徒隨時警醒預備，迎接主來。 

a. 災難的起頭：戰爭、飢荒、地震，聖徒受逼迫，被迷惑，不法的事增多。

但許多聖徒會持守信心，並且把福音傳遍天下，然後末期才來到。 

b. 敵基督顯露：末世有離道反教的事，有大罪人自稱是神，神允許敵基督

暫時得著權柄，任意而行，最終基督要顯現，敗壞牠的作為(帖後 2:1-12)。 

c. 與聖民有關：神的子民包括新約基督徒和舊約的以色列民，末世之前，

以色列要復國〔無花果〕，並承認耶穌是彌賽亞(羅 11 5)。神的子民都要

受逼迫，被攻擊，在試煉中顯明誰是神真正的子民，至終靠主得勝。 

d. 日子被封住：基督再臨的日子是人想不到，也猜測不到。聖徒必須隨時

預備，迎接祂的再臨。任何宣告基督何時再來的，都是錯謬的說法。 

2. 但以理書：耶穌要門徒注意「那行毀壞可憎的」，也要意會先知但以理的話，

但以理所說的「70 個 7」，表示神整個救贖計劃，分為兩個部分：「69 個 7」

和「1 個 7」，分別說明彌賽亞第一降臨和第二次降臨的日子(但 9:24-27)。 

a. 基督第一次降臨是從重修耶路撒冷(尼 2:8)〔445 B.C.〕，經過「69 個 7」，

彌賽亞要被剪除，也就是基督完成救贖的工作，被釘在十字架。 

＊ 預言年：3 年半=1260 日，1 預言年=360 日，1 歷史年=365 日。「69 個 7」

為 483 預言年=476 歷史年。所以，公元 31 年，彌賽亞捨命，完成救贖。 

b. 基督第二次降臨：基督再臨與「1 個 7」有關，這又分為兩個「一 7 之半」，

或是「一載、二載、半載」、「42 個月」、「1260 日」，表示敵基督的顯露，

任意而行，和聖民受難的日子(但 9:27; 7:25; 12:7; 啟 11:2-3; 12:6; 13:5)。 

c. 預言被封住：基督第一次降臨，是為了救贖，祂還要再臨，是為了審判。

但祂何時再來，無人知曉(太 24:36)，因為這預言和異象被封住了，只等

祂從父得指示，揭開被封的印(啟 5:5)，末世和基督再臨的奧秘就要實現。 

3. 啟示錄：除了耶穌所教導的末世之外，新、舊約聖經還有多處提到基督末世

再臨，但寫得最詳細和徹底的，莫過於啟示錄。啟示錄不僅說到末世啟示，

也是「耶穌基督的啟示(啟 1:1)」，預言中的靈意是為耶穌作見證(啟 19:10)，

因祂「末後的 eschatos」，也是神之道。離了基督去解釋末世，便會偏離方向。 

4. 使徒著作：使徒在傳福音時，也盼望基督的再臨，新約聖經的每個一作者，

都提到主再來的事。這些啟示彼此沒有矛盾衝突，而是相輔相成，和諧合一。

聖徒被聖靈開啟，看到有關末世的啟示，便會對末世論有更清楚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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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何看末世論 

探討末世都根據聖經，由於不同的觀點和解經方法，產生各式各樣的說法。這些

都可以供作參考，不一定要完全認同，要承認末世是奧秘的事，只有神才能解開。 

1. 不要強解預言：許多人對末世有不同觀點，如靈意解釋的無千禧年國度，或

有實質的前千禧年、後千禧年國度；又有災前被提，災中被提，災後被提，

和無被提的看法。依據不同解經觀點來解釋，這些都可供參考，都不能斷定

誰是正確。有些奧秘神已顯明〔如三位一體，基督神人二性、救恩本乎恩〕，

基督徒的看法都很一致。至於末世的預言，許多仍是隱藏(但 12:4, 9)，是被

封住的奧秘，直等末世來到，才由羔羊來揭開這奧秘(啟 5:1-5; 10:7)。 

2. 倚靠真理聖靈：耶穌把天國的奧秘告訴門徒，當時候到了，真理的聖靈會讓

聖徒明白一切真理(約 16:1; 12-15)。末世會有許多迷惑的事(太 24:24)，神的

選民必須喜愛真理，才能勝過謬妄的靈和虛假的奇事；若不倚靠聖靈，憑著

血氣和自己的聰明，必會陷入虛妄，信從虛謊，終至沉淪(帖後 2:9-12)。 

3. 注意世界局勢：末世基督再來雖是被封住的奧秘，但有許多預兆叫人知道，

看到這一切的事，就知道基督再臨的日子近了(太 24:33)。基督是全地的主，

也是歷史的主，君王的心在祂手中，隨意流轉(箴 21:1)。神可以藉著環境和

世界的發展演變，對祂的百姓說話，提醒他們要警醒、預備，隨時迎接祂來。 

4. 日子不可預測：基督再臨的日子是被封住的，無人能預測。但歷史上有許多

強調末世預言的教派，如 2 世紀的孟他努派、17 世紀的重洗派閔斯特團體、

19 世紀的安息日會，耶和華見證人會等，都是強調末世預言，並預測基督的

復臨，結果造成偏差，成為極端或是異端的教派。基督再臨之日是奧秘的事，

是父神憑自己權柄所定的日期，必須神親自發令，藉著羔羊揭開封印(啟 5:5)。 

 

五. 面對末世的態度 

基督第一次降臨時，是謙卑的君王，完成救贖，傳揚天國的福音。第二次再臨時，

是榮耀的君王，要坐在寶座上審判全地。那時，萬膝要跪拜，萬口要承認祂是主。 

1. 末世是必然的：有生，就有死；有始，就有終。人的生命最多只有 120 年，

太陽和地球的壽命約還有 50 億年，人要面對死亡，有形質的世界總有末日。

但神預備了新天新地，到日子滿足的時候，末世必然來到(彼後 3:7-13)。 

2. 坦然面對末世：對非基督徒而言，聽到末世，或與末世有關的消息，都嚇得

魂不附體；基督徒卻要挺身昂首，因他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 21:25-28)。末世

是審判的日子，神的兒女在愛裡得完全，審判時便能坦然無懼(約一 4:17-18)。 

3. 現在就是末時(約一 2:18)：神的永能和神性是超越時空，聖徒住在基督裡，

神的國就在他們中間(路 17:21)。所以聖徒無論在今生是否盼到末世，或先行

離世安歇，但號筒吹響時，都要被喚醒，享受福分(但 12:13; 約 5:24-29)。 

4. 仰望耶穌基督：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只有祂才能將末世啟示出來，

基督末世再臨，沒有一個人會錯過(太 24:27)，都要見祂面。盼望末世，就要

時時仰望耶穌，隨時預備迎見基督。若常在祂裡面，祂來的時候便要像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