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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成人主日學 
啟示錄 

第八週：三安慰的異象  

啟 14：1-20 

01/24/2021 
本資料参考馬有藻，最後的啟示 - 啟示錄詮释及李超翰弟兄編輯講義 

 

主耶穌揭開書卷的第七印，是顯示七位天使吹號所帶給地上的災難與刑罰。在第七位天使

吹號 (啟 11:15-19) 之後，有一段插曲是用來講述魔鬼撒但的事。這段插曲就是 12 ~ 13

章的內容。緊接著這段插曲的 14, 15兩章是最後的七個災難發生之前的宣告與最終勝利

的信息。第七號的內容就是基督第二次再臨前地上最後的七個災難，這七個最後的災難在

啟示錄第 15, 16 章裡被稱為「神的大怒」。  

 

一、序言 

㈠七位物的異像將讀者由災難時期開始帶至結束，如今在災難期之末，約翰又看見新異像，

這異像是得勝的圖畫，以預寫法（prolepsis）表示出來。 

㈡這新異像分三小段（三次『我看見』；啟十四 1、6、14），充滿安慰性的語言，統稱

『三安慰異像』）。 

㈢三安慰異像仍以插段格式寫成，有將之作第三插段之一事件，有將之作獨立插段；因第

三插段主要是論災難時期的七位物，在此可將之分作一獨立插段，是為第四插段。 

 

二、羔羊站錫安山的異像（十四 1～5） 

㈠羔羊與十四萬四千見證人（十四 1） 

1．約翰看見羔羊與十四萬四千見證人在錫安山上，表示此時耶穌已復臨地上（參亞十四 

4～5；徒一 11；另參珥二 32），在其國度裡與這些見證人共掌王權（如錫安山稱為大 

君王之城，詩四八 2；另參賽二 2～4）。 

2．見證人額上有羔羊及父神的名字，可見這是啟示錄七章 3 節的天使所印的記號。 

3．不少經學家（如無千禧年派）視這異像只是一幅救恩完成的畫像，或是教會得勝的景

象，錫安山只是象徵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此種解釋似將經文『靈解化了』。 

 

㈡災難時期殉道士與新歌（十四 2～5） 

1．約翰在異像裡聽到美妙絶倫的天韻，原來是一群人在神的寶座、活物並長老前唱新歌，

除十四萬四千見證人外，沒人懂得唱，因那是救恩凱歌（『買來的』，啟十四 2～3）。 

2．至於這天上讚美詩歌是誰發出，學者意見有三： 

(1) 他們是天使，天使唱救恩歌，十四萬四千見證人頌和。 

(2) 他們是被提到天上的十四萬四千見證人，今在頌讚神救贖的偉大。 

(3) 他們是災難時期的殉道者（參啟七 10～15），可能是十四萬四千人的果子，回應在

神面前髮出求神代伸冤的禱願（參啟六 9～11），今在天上讚美神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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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災難時期殉道士的特徵（十四 4～5） 

這些人能唱新歌是因他們有四大生命見證： 

1．他們是童身，未沾婦女非說他們守獨身，而是借用這守身如玉的比喻，表明他們對神

異常專一，心無二意，堅守主道，不拜偶像（參啟三 4）（偶像是指海獸及地獸）。 

2．羔羊往哪裡，他們都跟從表示他們對主忠心到底，在黑暗中大放光明。 

3．他們是初熟果子，他們是災難時期十四萬四千見證人所結的第一批屬靈果，既有初熟，

便繼有豐收（參啟七 9），這豐收包括以色列人，也是預指以色列全家得救之時【注四】。 

4．他們沒謊言、沒瑕疵表示他們生活行為皆為聖潔美好（參番三 13）。 

 

三、四天使報好息的異像（十四 6～13） 

㈠第一天使的宣告：永遠福音傳遍天下（十四 6～7） 

1．此宣告乃對在災難期間拒絶福音的人（注意『應當』這字出現兩次）。 

2．這是福音要傳遍天下之時（注意『住在地上的人……各國、各族、各方、各民』等

字）。 

 

㈡第二天使的宣告：巴比倫大城傾倒（十四 8） 

1．那使天下萬國聯合反對神的巴比倫大城要傾倒了；『要傾倒了』是預告，還未發生，

在災難期之末才應驗。 

2．巴比倫在舊約時是選民最首要的仇敵，也是滅亡選民之國（參賽廿一 9；耶五 02，五

一 8）；在新約時代，信徒仍用巴比倫這名字代表那反對神的羅馬帝國（參彼前五 13）。 

3．巴比倫在啟示錄代表末世的復興羅馬帝國，亦即敵基督之國，其滅亡之因由在十七至

十八章有更詳細的敘述。 

 

㈢第三天使的宣告：拜獸者的結局（十四 9～12） 

1．從一面來看，不信神者的結局是，永遠受苦，晝夜不得安寧，他們喝飽神大怒的酒

（啟十四 9～11）。 

2．從另一面看，信徒的忍耐（指堅守主道）可見證神為他們伸冤的時候也來臨了（啟十

四 12，此節可能是約翰自己的感語，非天使的宣告）。 

 

㈣第四天使的宣告：工作果效不徒然（十四 13） 

1．天上的聲音可能來自基督（如吩咐約翰寫下異像，參一，十一，十九，廿一 5）或可

能是天使（參十九 9），在這由天使發出一連串的宣告中，如今另一天使發出聲音似符合 

全段的格式。 

2．天上聲音對十四章 12 節的後果而作出反應，意謂聖徒的忍耐可能包括為主殉道，但

那是有福的（啟示錄七福之第二福；參啟一 3，十六 15，十九 9，廿 6，廿二 7、14）。 

3．聖靈對天上聲音的回應也是一個宣告，說他們工作的果效是不會徒然的。『從今以後』

原文（aparti）或許原來是 aparti，意『一定的』，這樣便強化了祝福的應許。 

 

四、人子收割的異像（十四 1 4～20） 

㈠異像的情景（十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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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約翰看見人子頭戴金冠冕、手拿快鐮刀的異像，『金冠冕』及『快鐮刀』分別喻人子

以為王的權能快要在人間執行審判。 

2．約珥書三章 13 節的預言似在此時應驗了。 

 

㈡三天使的任務（十四 15～20） 

1．第一天使的呼（叫十四 15～16） 

(1) 他從殿中出來，表示他有神的認可，大聲懇求（非吩咐）人子勿再遲延執行收割已熟

的莊稼（喻『等待得救的人』，參太九 37）。 

(2) 人子的鐮刀似是為收割已熟的莊稼，喻將得救的人收進『得救的倉庫』裡，因末期近

了，故天使大叫人子快點收割，勿再遲延（是愛的催促）。 

(3) 他從『殿』中出來，可能是指地上的殿（十四 17 則指天上的殿），受那行毀壞可憎

的褻瀆了（參但九 27；太廿四 15；帖後二 4），故此他急欲人子快速對付他。 

 

2．第二天使的使命（十四 17） 

(1) 他從天上的殿出來（表示他可能是寶座前的服事天使之一，如七號災的天使，參啟八 

1），手執鐮刀，象徵審判。 

(2) 天使快鐮刀的用途乃為收割熟透的葡萄，然後丟在神忿怒的大酒中（啟十四 18～

19），故此這天使的鐮刀乃為審判用，而人子的鐮刀乃為祝福用。 

 

3．第三天使的任務（十四 18～20） 

(1) 這從祭壇中管火的天使，其任務顯然易見，乃是為審判而來（祭壇與火喻審判），他

懇求手執鐮刀的天使執行其任務。 

(2) 祭壇管火天使吩咐手執鐮刀的天使將刀扔地上，收取葡萄丟在神忿怒大酒中，有血流

出漲溢成河，高至馬嚼環（約 4 尺），遠至 600 里，喻審判劇烈的程度（參耶五一 

33）。 

(3) 這審判在耶路撒冷城外發生，延伸直至『600 里』（原文 1600 stadion，每一 

stadion 約 607 尺 1600 stadion 即 180 至 200 裡），即全巴力斯坦的長度，表示整 

個聖地皆受審判，此審判即哈米吉多頓大戰（無千禧年派與災後被提派則將 1600 作 40×

40×10 的數值，指完全或極大之意，非指整個巴力斯坦地）。 

 

補註： 

I．人子收割的異像是有關災難時期結束的情況（如羔羊在錫安山上的異像則發生在災難

時期後）。 

II．收割的鐮刀有不同作用，有指祝福性，有指審判性；祝福性與永遠福音傳遍天下有關，

審判性與巴比倫大城傾倒有關。 

III．審判的地理包括整個巴力斯坦地，由哈米吉多頓直至以東境的波斯拉（參賽卅四 6；

啟十六 14 ～16；珥三 12～13）。 

IV．從一角度看，神審判以色列地，是因聖地遭外邦人踐踏，故也是審判外邦人；神審判

外邦人，亦是因為預備以色列人進入神國之故（參賽六三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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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討論 

 

敗壞世界的一切，終將消失，所有不屬於永恆的事物，都會被時間淘汰。你想要留下甚麼

果效? 

崇拜偶像一直是聖經裡特別強調神所厭惡的罪, 神甚至用「姦淫」這樣重的字詞來責備以

色列人對神的背叛。「偶像」可能是甚麼? 要如何避免我們自己及教導我們的兒女崇拜偶

像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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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千禧年派之主要理由 
節錄自聖徒裝備一百課 

一. 千禧年中邪惡的カ量如何滋長？ 

1. 啟示錄 20:8，「地上四方列國、人數多如海沙」？！ 

2. 千禧年百姓中為何有背逆不信者？(賽 65:20) 

3. 千禧年百姓之後裔是否尚要向他們傳福音？ 

4. 為何主說傳福音的工作是在衪再來之前完成？ 

5. 千禧年百姓已看到榮耀復活的主耶穌、眾天使及復活改變之眾聖徒、為何還有人會

不信？ 

6. 基督以公義、真理、慈愛統治、且撒但被捆綁、為何人心不能完全歸主愛主？會有

多人受撒但迷惑？ 

二. 千禧年中惡是如何會有的？ 

1. 主再來時審判惡人、惡人不得入千禧年。 

(太 13:37-43；24:39；25：31-46；帖後 1：8-10；彼後 3：9,10；啟 19：21) 

2. 災前派之解釋：(七年災難中信主而未殉道者) 

3. 災後派之解釋：千禧年百姓由何來？(無合理解釋) (信徒被提、殉道或已死信徒復

活、不信者受審判、沒有其他類) 20：3 「列國」=災難中不拜獸像之非基督徒  

三. 馬太福音 13:24-31，36-43提到基督徒與惡人一同存在到世界的末了。 

1. 當基督再來、得勝列國仇敵而作王後、接著即是完全而永恆的國度、不會再有叛逆

及再征服。 

2. 詩 2:8-9 先打破後得列國為基業(不應再重覆) 

3. 詩 110:1-7 是指現世歷史中基督之掌權、直到主再來時打敗仇敵(5,6) 

1) 徒 2:34 – 彼得 

2) 林前 15:25-26 – 保羅 皆論現世史、基督在天上寶座、屬靈的爭戰。最後主

再來時得勝死(最後仇敵是在復活時！非千禧年後)，掌管一切而把國交父神。 

4. 賽 11:1-10 (4節之審判不應重演)(帖後 2:8; 啟 19:15,21) 

5. 亞 14 章；彌 4:3；耶 3:17；31：34； 結 38, 39 

6. 賽 65:17-25 (無派不照字義解；No sinner will ever again be accursed) 

四. 新約中基督再來與千禧年 

1. 主耶穌論再來後之國度不會再有邪惡(稗子分開後不會再有 太 13:40-42) 

2. 主論來世時都是不娶不嫁(路 20:34-36)、如何與世俗千禧年百姓同住？ 

3. 保羅論主再來即引進永恒的國度(林前 15:23-28；帖前 4:17；提前 6：14-16；提

後 4：1) 

4. 彼得亦如此(彼後 3:9-13) 

5. 約翰論一次復活(約 5:18-19)、未明言有一千年之隔。 

6. 羔羊婚筵要拖延一千年？(啟 19:7-9; 21:2,9) 

7. 啟 20:4 第一次復活的人應是歷代之信徒、不僅是末世大災難中之殉道者 

8. 若基督已第一次捆綁撤但(太 12:29；啟 10:18; 約 12:31; 來 2:14；帖後 2:7)，

將來怎會「釋放」二次呢？(一次是主再來、一次是千禧年後) (啟 9:2-6; 11:7-8; 

13:7;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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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千禧年派解啟示錄之方法 

節錄自聖徒裝備一百課 

一. 基本前提： 

 

1. 是當時派(為當時人而寫)加上歷史派(整個教會歷史上要發生的事) 

2. 主要是「非字義解經」(7，1000，14400 皆指「完全」之意)  

 

二. 七大循環(平行七大段、每段描寫由「主降生」至「主再來」整段時間) 

1. 七教會           (2:1-3:22)：七型態教會反覆在教會歷史上出現(主降生 – 

1:5；主再來 1:7; 2:25; 3:11,20,21) 

2. 七印             (4:1-7:17)：羔羊掌權 (5:5,6–主復活升天) 到主再來審判 

(6:16,17) 與信徒福份。 

3. 七號            (8:1-11:19)：復述災難 (六支號)、教會之見証 (二見証人)、

主再來審判、信徒得賞 (11:15-18) 

4. 七表物         (12:1-14:20)：主降生、復活、升天(12:5,6)、魔鬼工作 (13:1，

11;14:8)、信徒福份 (14:1-5)、主再來審判 

(14：14-20) 

5. 七碗           (15:1-16:21)：七碗與七號重覆 (地、海、河、日、撒但、伯拉

大河、審判)、主再來審判 (16：17-21) 

6. 大巴比倫       (17:1-19:21)：大巴比倫、獸、假先知是同時興起、共同逼迫教

會(教會史)、主再來同受審判 (19:11-21) 

7. 千禧年與新天新地(20:1-22:5)：捆綁撒但是主第一次來 (20:1,2) 到主再來審判 

(20:10,15) 延伸到永遠。 

   

三. 兩大分段 

 

1. 前三循環 (1-11) 

 教會(有基督同在)被世界逼迫、最後教會靠基督得勝、信徒蒙福。 

2. 後四循環 (12-22) 

教會被魔鬼(藉海中獸、地中獸、大巴比倫)逼迫、最後基督與教會得勝、信徒享永

福。 

  

四. 主題：「基督與教會必得勝魔鬼與其部下」 

 

1. 思想發展： 

 1). (1-3)  教會是燈台應發光 

 2). (4-7)  教會因基督同在而能發光但受世界逼迫 

 3). (8-11) 結果帶來神審判、教會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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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14) 爭戰之背後是基督與魔鬼之靈戰 

 5). (15-16) 魔鬼有部下參戰 

 6). (17-19) 魔鬼有部下參戰 

 7). (20-22) 基督與教會得勝 

 

2. 得勝之例： 

(1:18; 2:8; 5:9F; 6:2; 11:15; 12:9F; 14:1,14; 15:2F; 19:16; 20:4; 22:3…) 

又如 7 章 144000、穿白衣；11章二見証之；14章 144000 

  

五. 七大循環是漸進發展的 

 

1. 宣告主再來審判(1:7; 2:25; 3:3, 11,21) 

2. 簡述主再來審判(6:12F)與教會得勝(7:9F) 

3. 簡述主再來審判與信徒之快樂 (11:15F) 

4. 最後大審判(14:14F) 

5. 烈怒大審判(15:16) 

6. 大巴比倫傾倒 

7. 歌革、瑪各大戰及白色寶座大審判 - 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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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千禧年派之理由 
節錄自聖徒裝備一百課 

1. 啟示錄異象所表徵之事件是有時間上之「順序」，如第一號是在第六印之後，第一碗

是在第六號之後等(4:1、7:1,9、15:5、18:1、19:1、20:3)

 
 

2.  故此，啟示錄第 19-22章之事件亦有時間之順序： 

(1) 基督復臨 

(2) 戰勝敵基督及其附從者 

(3) 撒但被捆綁  

(4) 頭一次復活 

(5) 千禧年 

(6) 撒但被釋放 

(7) 歌革和瑪各  

(8) 千年後復活  

(9) 白色寶座審判  

(10)新天新地 

 

3.  初代前三世记的教父皆贊同此説；如希拉波立帕皮亞、羅馬革利免、安提阿伊格那丟、

士每拿坡旅甲、殉道士游斯丁、撒狄 Melito、希拉波利 Apollinaris、里昂愛任紐、

北菲特土良等等。 

 

4.  猶太文獻中多論將來歷史上的彌賽亞國度(但年數不一) 

 

(1) 巴拿巴書信（第 15 章）：千年如一日，故世界史在六千年，第七日是千禧年，

第八日起是新天新地到永恆(類似説法見以諾二書 32:2-33:2；斯拉夫文以諾

啟示錄等) 

(2) 彌賽亞國度長短不一：拉比 ben Hyrcanus(A,D. 90)就是一千年；拉比 ben 

Azariah (A.D.100)説 70年；拉比 Jose of Galiee (A.D. 110)説 60年；拉

比 Joshua (A.D.90) 説二千年等等，但都認定將來歷史上必於彌赛亞國度。 

(3) 會有彌赛亞國度建立：他爾根解(申 33:6);以諾一書 10:19 ;巴録啟示錄二書 

29:5；以諾二書 32-33 ; 禧年書 4:29-3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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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羅之教訓可配合 

 

   (1) 林前 15:23-26 

(1) 初熟 (A.D 30 年復活節) 

(2) 以後在他來的時候 (頭一次復活，千禧年開始） 

(3) 再後末期到了（千年完了，毀減撒但並扔下火湖） 

(4) 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亡 (白色寶座審判之後，死亡也被扔下火湖） 

(5) 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新天新地、主永遠作王） 

 

   (2) 林前 6:2-3 (聖徒將來要審判世界及天使） 

配合啟 20:4之「眾寶座」及「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 

 

6. 舊約經文亦有此相關思想 

 

(1) 赛 65-66章論「新天新地」，像是描寫「千禧年」之情景 

 

(i)   沒有數日夭亡的婴孩 

(ii)  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百歲死的仍算是孩童 

(iii) 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種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 

(iv)  豺狼、獅子、蛇都不傷人不害物… 

 

(2) 结 37-48 章 

 

(i)   結 37:1-14预言以色列如枯骨復生 

(ii)  結 15:28由大衛作王之彌赛亞國度 

(iii) 結 38-39歌革(瑪各地)之判亂 

(iv)  結 40-48新耶路撒冷與聖殿(以及賜生命之河、水、樹、果、葉） 

(與啟：9-22章之次序相合） 

 

7. 能更恰當地解釋下列意義：捆綁，不再迷惑、二次的復活、一千年、坐寶座審判。 

 

8. 注意：尚未研討災前、災中、災後被提之問題  



11 
 
 

前千禧年災後派 
節錄自聖徒裝備一百課 

主張此派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 聖徒復活只有一次，且是災後（被提時）： 

 

7. 但以理書 12:1-2 論到之復活是在災後。 

8. 啟示錄 20:6的「頭一次復活」是在災後。 

9.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8被提與復活同時，故應是指災後。 

 

二. 「大使命」（太 28:19-20)指出信徒會一直存在到世界的末了（故應與世人同渡災難

期，不應先離開）。 

 

三. 馬太福音 13:24-31，36-43提到基督徒與惡人一同存在到世界的末了。 

 

四. 馬太福音 24:3所言「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前面只有一個冠詞，故表達是同一件

事，也是同時，且是在災後才發生（太 24:29, 30)。 

 

五. 保羅之用詞中、顯現（epiphany)、顯明（manifestation)、啟示(revelation)、再

來（parousia)、那日子、那日、耶穌基督的日子、 主耶穌的日子、主的日子、降臨

（參帖前 4:13，帖後 2:10) 都是指相同的一件事；而保羅明言此事發生在大罪人顯

露出來之後（帖後 2 : 1-10)，故是指災後。 

 

六. 按啟示錄之次序，羔羊婚宴是發生在大巴比倫傾倒之後（災後），故主耶穌提接教會

應為災後。 

 

七. 馬太福音 24章及馬可福音 13章之「選民」是指基督徒。他們經過災難，故應是災後

才被提。（因被提與主降臨是同時、而主降臨明明是災後） 

 

八. 雖有七年災難之信號，但主再來時刻無人知曉，故仍須隨時預備妥當。 

 

另外還有一些支持災後的理由，不過此派也有困難之處，譬如：為何「千禧年」竟是專為

不信主的人而預備的呢？再者，七年如此嚴重之大災難，信徒怎麼仍會「不知不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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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前災前派之主要理由  
節錄自聖徒裝備一百課 

—、聖經強調『想不到的時候』主再來、故『要儆醒』、『要預備』 

(太 24:42-44；帖前 5:2, 3, 6-9；路 12:35-40…)(災後派此點弱）。 

 

二、聖經強調『歡喜地、殷切地期盼主的再來』非恐佈之大災難（腓 3:20; 彼前 1:13；

多 2:13;雅 5：7,8；羅 8:23；林前 1:7...) 

 

三、帖前 4:13-18之解釋： 

1. 若主災後來、則他們豈不當先為自己要經大災難而憂傷、為已死者而慶幸？（若

已死信徒可免了災難、而存活信徒必經慘痛之大災難、那豈不是先死倒好？） 

2. 若主災前來、則他們一面傷感離別、一面擔心死者錯過被提，故保羅詋必先復活。 

 

四、帖前 5:1-11之解釋： 

    主再來時、地上似應正是平安穩妥的時候而非大災難。 

 

五、千禧年中居民之由來： 

1. 災前派認是在大災難中信主而未殉道、其中有悔改信主之『以色列全家』。 

2. 災後派甚困難說明、認是不拜獸像之列國、因存活的信徒皆被提改變了！但把不

信主的人放進千禧年豈不奇怪？  

 

六、大災難主要是對『住在地上之人』（6:10; 8:13; 11:10: 13:12; 17:2) 或稱『普天

下之人』（3:10)、是指不信主反對神之人、不是教會。 

 

七、啓 3:10『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練（原文：試練的時刻）』 

1. 試練的時刻 out of (出來、脫離） 

2. 非在災難中蒙保守不受苦痛（災後派）、乃是不經過此試練的時刻。 

3. 啓 6-19章中、若信徒留在地上、必受極大的痛苦、故災中信主者多殉道。 

 

八、聖經中論主再來可以分成二種情況之描寫 

1. 不知不覺地、如夜間之賊 -- 到空中接信徒（帖前 4:16-5:2:太 24:30.41) 

2. 眾人皆知地、駕雲降臨 -- 到地上審判人（帖後 2:8-12; 太 24:30; 亞 14:4,9) 

 

九、 以色列復國？（路 21:24; 太 24:16,15,20; 赛 11:11,12;摩 9:14,15；結 38:8) 

 

十、以色列全家得救？（羅 11:25,26;太 23:38, 39) 

十一、大災難之主要目的： 

1.懲罰犯罪之列國。 

2.雅各遭難的日子（耶 30:6,7全家悔改） 

十二、啓 20:4-6兩次復活必是同意、且是字義、相隔一千年、則—千年也應是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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