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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成人主日學 
啟示錄 

第五週：七印書的異象，兩群眾的異象  

啟 6：1-8:5 

01/03/2021 
本資料参考馬有藻，最後的啟示 - 啟示錄詮释 

 

一、第六章序言 

㈠災難時期的名稱 

1．六章開始舊新兩約多有預告的災難時期，那是空前絶後、前所未有的（參太廿四 

21），耶穌將之分為災難及大災難兩階段（參太廿四 8、21）。 

2．此時期在舊約稱之為『雅各遭難之期』（耶卅 7），『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珥

二 31；瑪四 5），『 耶和華發怒的日子』（番一 18）等；在新約則多稱『主的日子』

（帖前五 1；帖後二 2）及『羔羊忿怒的日子』（啟六 16）。 

 

㈡啟示錄六章與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雷同 

六十多年前，約翰在主的橄欖山論談時，親聆主有關這時期的預言（太廿四 3～31），今

再從主（透過活物）聽這時期的預告（啟六 l～17），內心之激動無以復加。在內容方

面，先後的預言有甚多雷同之處： 

 

啟示錄六章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可十三章, 路二十一章) 

敵基督的迷惑：第一印（1~2 節） 5,11,24 節 

戰爭：第二印（3~4 節） 7 節 (a) 

饑荒：第三印（5~6 節） 7 節 (b) 

死亡：第四印（7~8 節） 7 節  

殉道：第五印（9~11 節） 9 節 

天地改容：第六印（12~17 節） 29 節 

 

㈢災難期之目的 

1．為煉淨神的選民，預備他們歸向神的心（參亞十三 9）。 

2．為不信、藐視神的人施行審判（參啟九 4、17～21）。 

3．為給世人認識魔鬼（參啟十二 12）及其跟隨者猙獰、暴虐的面孔，進而擺脫他們，而

敬畏神（參啟十四 6～7）。 

 

㈣災禍發生的程序 

1．同時應驗說（concurrent view ） 

七印、七號、七碗的災禍是同時發生的，沒有先後的分別，這三組災禍只是一種文學表達

方式（這多是無千禧年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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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繼應驗說（consecutive view ） 

七印、七號、七碗的災禍是陸續發生，一組比一組更嚴重，禍害更劇烈（這多是有千禧年

派的見解）（啟九 12 『...過去了，...還..要來』；啟十五 1 的『末了』似是贊同此

法）。 

 

 
 

啟示錄 6 章災難開始，一直到 19 章才提及主的再來和建立地上千禧年國度。大災難不但

是給外邦人的審判，亦是給以色列人的管教。這樣的次序，跟舊約對耶和華的日子臨到，

和神國度的建立很吻合︰就是神的子民得享彌賽亞國度以先，神必先以災難審判這罪惡的

世界 (賽 34:2-4；珥 3:12-15， 18-21)， 剪除 2/3 的人 (亞 13:8-14:5)。 

 

多數學者認為，這最後的大災難將為時七年。但以理書 9:24-27 記載天使加百列告訴我

們有七十個七年的時間是為以色列而預定: 六十九個七年 (69x7=483 年) 間的預言，從

尼希米記第二章波斯王亞達薛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到主耶穌受難聖殿被毀的事蹟都已經

實現。但最後的一個七年 (就是啟示錄所提到的七年大災難) 還沒有發生。因為耶穌說過

在啟示錄 6-19 章所提到的慘狀，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而且未來也不會再有的災

難 (太 24:21)。在這 69 個 7 年和最後一個 7年之間， 是現今的教會(恩典)時代，卻也

是「必有爭戰，一直到底」(但 9:26)。 



3 
 

 

 

大災難分前三年半與後三年半兩個時期 

 

(但 9:27) 一七之內，他(那行毀壞可憎的)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那行毀

壞可憎的)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

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 

 

聖經學者認為，在整個末世預言啟示下看，此處是預言敵基督代表自己統帶的聯盟，與猶

太人立七年互不侵犯和平共存的條約。以色列怎會與敵基督簽約呢？敵基督出來時是以保

護者的身份出現。以色列人要受騙，三年半後敵基督便翻臉，開始迫害世人。敵基督本身

就是一個大災難。 

 

在七年之「半」，敵基督提早解除七年之約，又使祭祀供獻（舊約獻祭詞彙，表示聖殿已

復建，舊約敬拜制度，在七年之初恢復舉行）止息，可能這是敵基督與猶太人立約條件之

一，容許他 們恢復舊有的獻祭制度。 

 

(但 12:7)……「要到一載、二載、半載，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這一切事就都應驗

了」。這後三年半的時間原來是神要打破聖民(以色列人)權力的時候（此節指出大災難時

期目的之一）。 == (啟 11， 12， 13)…… 四十二個月……一千二百六十天 (360x3。

5)。 

 

二、七印書的內容（六 l～17） 

㈠第一印揭開（六 1～2）：白馬騎士 

白馬騎士是誰?學者意見有三： 

1．神的使者 

預告神將懲罰邪惡勢力（即羅馬政權）——這是歷史應驗派，即災後被提派的見解。 

2．基督 

到處宣傳和平福音，亦即福音廣傳(啟五 6已經往天下去了，不是這裡。)——多是無千禧

年派的見解，但每印被揭開，地上即發生災難，故此說甚難成立。 

3．敵基督 

手中有弓無箭，表示他以軍事家姿態出現，到處講和平，與人簽訂盟約，異常成功（勝了

又勝），但他其實是假和平使者。第一印揭開，敵基督者即現身世界舞台，那攔阻他出場

的力量已挪去（帖後二 6～8），他隨即與以色列簽訂盟約（但九 27；啟十七 7～13），

以和平使者的身份促使列國講和平。 

 

㈡第二印揭開（六 3～4）：紅馬騎士 

代表戰爭與流血，騎士揮動死亡與毀滅大刀，奪去地上和平，使人互相殘殺，國與國捲入

戰爭。 

 

㈢第三印揭開（六 5～6）：黑馬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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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印揭示末世災難時期的經濟情況。騎士手拿天平（像征商業家），活物宣佈這時百物騰

貴，糧食短缺，一日工資（一銀錢）只可買一日口糧即一升麥子（1 升相等 1 品脫半，

有說相等 1 夸脫；本來一銀錢可買 8 至 12 升，今只可買 1 升小麥或 3 升較廉價的大

麥，大麥是貧苦家庭之主要糧食）。油和酒這些日用品一點也不可浪費——這是戰爭前後

通貨膨脹、幣值大跌的景象。 

 

㈣第四印揭開（六 7～8）：灰馬騎士 

騎士名死亡，他手操陰府大權，用各類方法殺害世人（蓄意性），受害者為世界總人口四

分之一。此印災可總結前三印所帶來災禍的後果。 

 

㈤第五印揭開（六 9～11）：壇下寃魂 

這印是項啟示，隨著事件發生而宣告，啟示因事件而來是聖經一貫的風格。在祭壇底下，

有為神殉道之靈大呼：『伸冤何時來到?』他們是在災難時期信主併為主殉道的人（因新

約信徒已被提，舊約信徒還未復活），有白衣賜給他們（喻得永生），又叫他們等候日期

滿足。 

舊約時代祭司將祭牲的血澆在祭壇腳下（利四 7；出廿九 12），故此在這裡的『祭壇下

的血』，代表殉道者的死，他們求伸冤表示他們求神彰顯其公義，叫他們的血不是白流

的。 

 

㈥第六印揭開（六 12～17）：天地改容 

此印一揭，大地震動，日頭變黑，月紅如血，星辰墜落，天地挪移，世人（七種人）無處

躲藏，可怕之情景使世界陷在突然的恐懼中，人寧可自我毀滅（聖經的描寫包含了象徵文

字及字意文字，象徵文字會讓文章生色不少，因為日頭不會變毛布，天地不會成書卷，但

天地變動是一定會發生的），此情此景正是約珥書二章 10 節與瑪拉基書三章 2 節所預

告的。 

 

六印總結： 

第一印：介紹末世大暴君敵基督者的出現。 

第二印：由第一印的假平安演變成流血戰爭。 

第三印：因戰爭而引起普世經濟大崩潰。 

第四印：前三印產生的饑荒、瘟疫、死亡。 

第五印：宗教逼迫，無數信徒大灑殉道之血。 

第六印：天地也因戰爭或自然界的反常而引發普世性求死的恐懼。 

 

一、第七章序言 

㈠七章 1 節的『此後』（meta tauta）是主題方面的延續，非指時間上的發展，表示七

章 1 至 17 節所述乃是關乎六印揭開時的情形，非發生在六印揭開後。 

 

㈡七章 1 節的『我看見』是第四次，表示這是第四異像（參啟一 12，四 l，六 1 是先

前三次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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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七章 l 至 17 節是全書數大插段的第一個，作者可能礙於『一枝禿筆』不能同時寫同

時發生的事，遂先完成六印揭開後，再將讀者帶到六印揭開時的時代裡（參啟十 11 的

『再說預言』的原則，principle of recapitulation）。 

 

㈣插段的目的是將全段災難期所發生的特別事件做概括式地掃瞄，讓讀者明白此段時期內

有不少異事發生，好讓讀者能得警惕或安慰（如希伯來書有五插段）。 

 

㈤六章 17 節的問題在此得解答。 

 

二、第一群眾：十四萬四千見證人（七 1～8） 

 

㈠十四萬四千見證人是誰? 

他們是誰主要有二解說： 

1．象徵法 

代表約翰時代的信徒（如災後被提派）或歷世歷代信徒（如無千禧年派。此解釋甚難與四

章 4 節的廿四長老協調，因廿四長老已在天上，這群人仍在地上。再且此見解未能完善

解釋為何要用以色列人象徵外邦信徒，也未能解釋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民族意義。此外，

設若他們代表歷世代的信徒，下文所介紹的另一群信徒〔七 9～17〕似是多此一舉)。 

2．字義法 

代表猶太信徒，他們蒙神特選作災難時期的福音使者，在此時期為主作見證（此說認為 

144000 是 12×12×1000 的總值，12 及 1000 均是完全的數字，它們的總和是多重完全的

象徵，故此 144000 代表完全的立方及重複的完全，也代表以色列人中完全篤信羔羊的

人，他們如今蒙召成為此時代的特別福音使者)。 

 

補註： 

七章 4 至 8 節的名單沒有但及以法蓮兩支派在內，反有約瑟及瑪拿西兩支派在內，何

解？答說有三： 

I．以法蓮支派附屬在約瑟支派內，因他們都是約瑟的兒子。 

II．但支派是十二支派中首先拜偶像（士十八 30 ～31），以法蓮也不例外（何四 

17）。以色列人在北之但地及南之伯特利設立拜牛犢的祭壇（參王上十二 29），使選民

陷入崇偶的惡習裡，這兩支派後來便歸附在拿弗他利支派內（此是猶太傳統之見解。其他

意見如文士抄錯、敵基督者屬但支派、文士遺忘了等，雖然如此，可是對全段意義皆無有

力的佐證，均不足成立）。 

III．但支派最大的罪是引誘神的選民，使他們陷於拜偶像的光景裡，他們本應歸神為祭

司國度及作聖潔子民；以法蓮支派則引導九支派離開耶路撒冷，開宗立國於撒瑪利亞，導

致國家分裂；所以拜偶像及不合一這兩大罪狀使他們失去成為末世見證人的資格。 

 

㈡天使的工作（七 1～8） 

1．四天使的工作（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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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天使站地的四角，即東南西北四方，喝令烈風勿動，意暫緩審判。 

2．第五天使的工作（七 2～8） 

這特使手拿永生神的印，要四天使暫緩施判，待他印好『我們神眾僕人』的額。 

古代富豪或貴冑往往將家印蓋在家奴手上或額上，以識別他們各屬各的主人，天使此舉表

示這十四萬四千見證人是屬神的。這些人蓋上『受保護的印』，便能完成神的使命，福音

才能傳遍天下，然後末期才來到（太廿四 14）。否則在災難期間，逼迫到處，哀鴻遍

野，生活艱難，生命也危在旦夕，為神作見證的那能完成神的託付。 

 

在不同時代，神在審判地上期間曾作類似『蓋印保守』的工作（結九 6），如在洪水時代

的挪亞，住在所多瑪、蛾摩拉的羅得、出埃及時守踰越節的選民、耶利哥城的喇合、以利

亞時代七千名不向巴力屈膝的信心勇士等皆蒙神的保守；因此，在災難時期，為福音之

故，神特別施恩保守，以期達到福音廣傳世界。猶太人本是神在舊約時代特選的見證人

（參賽四三 10，四四 8），但因他們失敗，成了瞎眼的僕人（參賽四二 18～20），故此

教會卻成了新時代的新見證人（參路廿四 48；徒一 8)；但在末世時代，神卻恩待以色列

人，再用他們，使他們能再在地上廣傳神是偉大獨一的救贖主，這是他們本來蒙召之目的

（參賽四四 l～8）。 

 

三、第二群眾：無數災難期信徒（七 9～17） 

㈠無數災難期信徒是誰？ 

有兩見解： 

1．他們是歷世歷代的信徒（此見解與十四萬四千見證人的象徵解釋相同）。 

2．他們是十四萬四千猶太見證人（及其屬靈果子所結出）的屬靈果子，應驗了『這天國

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的預言（太廿四 14）。 

 

㈡他们的敬拜（七 9～12） 

1．他們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身穿白衣（喻得救），手拿棕樹枝（喻住棚節所

投射的，在彌賽亞國度裡的盛大慶祝），口唱救恩歌，獻給在寶座上的神及羔羊（啟七 9

～10）。 

2．靈界的天使、活物、長老也加入敬拜（啟七 11～12）。 

 

㈢約翰與長老的對話（啟七 13～17） 

1．廿四長老之一（參啟五 5）考問約翰這些穿白衣者是誰，並作答他們是『大患難』時

信主的人。大患難是指末世災難之時的特別災難，與但以理書十章 l 節及馬太福音二十

四章 21-22 節所說的大災難所指是相同的，非教會時代的普通災難。 

2．這些人： 

(1) 在神殿中不停敬拜神（『殿』可指千禧年國的殿，也可喻神的同在）（啟七 15）。 

(2) 蒙神帳幕覆庇（喻神保證永遠同在）。 

(3) 他們不再受肉體生命的限制（啟七 16），因他們有永生，也有羔羊的牧養（從千禧

年國延伸至新天地）（啟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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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號災的預備（八 1～6） 

 

㈠天上的寂靜（八 1） 

1．七號災從第七印而來，當第七印揭開，天上寂靜無聲，因號災的可怕程度著實驚人，

連天上也驚愕失聲。神似是從聖殿中步出，宣告世上的災禍，整個宇宙也震懾無聲（參哈

二 20；番一 7、15～18）。 

2．天上寂靜是神將要替殉道者伸冤。世人不重視禱告，神卻非常看重，但此時連天使、

活物、長老的敬拜不絶之聲也要暫時停止。 

 

㈡八天使的出現（八 2～6） 

1．七天使出現（八 2） 

七天使蒙賜七號筒，待命吹響。 

2．第八天使出現（八 3～5） 

第八天使手拿金香爐，盛滿象徵眾聖徒祈禱的香煙，他將香爐倒在地上，隨即審判臨到，

神為災難信徒伸冤的時刻來到了（參啟六 10）。 

3．七天使待發（八 6） 

預備吹號，首四號災關乎天災，後二號災關乎人禍。 

 

 

問題討論: 

1) 了解了末世的大災難, 對傳福音的工作有急迫性的感受嗎? 

2) 能否分享主耶穌第二次降臨的應許,對我的信仰或人生觀有何轉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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