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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課程計劃
•創世記 09/2020-11/2020

•啟示錄 12/2020-02/2021

•出埃及記 03/2021-05/2021

•希伯來書 06/2021-08/2021

•民數記 09/2021-11/2021 (摩西五經結束)

•使徒行傳 12/2021-02/2022

•以賽亞書 03/2022-05/2022

•馬太福音 06/2022-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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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課程計劃

•2021 系統神學(一)

•2022 系統神學(二)

•2023 舊約神學

•2024 新約神學

•2025 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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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 新天新地七年大災難

新天新地取代舊的天地(日、月、地球)，不再有海洋。

新
天
新
地

羔羊的婚筵

主再來

… 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

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

被烈火鎔化。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

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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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 新天新地七年大災難

新天新地取代舊的天地(日、月、地球)，不再有海洋。

沒有死亡，死亡和陰間已被丟在火湖裡。

沒有黑夜，神的榮光取代日光和月光。

聖徒住在新耶路撒冷城中，地上列國(千禧年結束時未

隨撒但叛變者)有君王和百姓，在聖城的光中行走。

新耶路撒冷城外，有一地方是硫磺火湖。

新
天
新
地

羔羊的婚筵

主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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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會幕的至聖所：長、寬、高各10肘 (約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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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的樣式
外院呈長方形，整個院子長46米，寬23米，高2.3米，院子四周，用捻的細麻做成
高2.3米的帷幔圍起來。 7



摩西會幕的至聖所：長、寬、高各10肘 (約5 m)

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長、寬、高各20肘 (約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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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的至聖所

摩西會幕的至聖所：長、寬、高各10肘 (約5 m)

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長、寬、高各20肘 (約10 m)

新耶路撒冷：長、寬、高各12,000 stadia (約2,2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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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是碧玉造的。

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

玻璃。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

修飾的。…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

每門是一顆珍珠。(啟

21:18-19,21)

碧玉牆

精金的城，

如明淨的玻璃

寶石根基 珍珠門

新耶路撒冷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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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合一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

出來說：「看哪，神的

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

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

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

在，作他們的神。」

(啟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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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合一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

父母，與妻子連合，二

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

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弗5:31-32)

新耶路撒冷是神與

人合一的終極實現
12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

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

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

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

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

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

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11:8-1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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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約旦Wadi Rum的日落。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約瑟、摩西都曾觀看這
樣的日落。「這些人都
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
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
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
旅，是寄居的」（來十
一13），但「他們卻羡
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
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
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
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
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十一16）。



神要與人同住 - 從民數記看
• 1-4章顯明這是屬神的軍隊，因為「耶和華的軍隊」（出十二41）不但要各

就各位、各盡其職，

• 5章神要潔淨祂的百姓，將他們分別為聖

•個人潔淨，與神合一

•潔淨人際関係，與弟兄合一

•潔淨夫妻関係，與夫妻合一

•在神面前維持分別為聖的地位，才能與神、與人「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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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與會幕



最後的結尾-序言
•新天新地是全書最後異像，書亦以之作結束。結束前作者再肯定書中所記
之異像預言的準確性，教讀者信心更堅固，對主再來的盼望更熱切。
•在這書结語裡，作者的格式與啟言導論時前後呼應，構成一個美好的格局

17

序言（一 1~10） 结語（廿二6~21）

作者是先知 一 1、 9、 10 廿二 6、8~10

作者的使命 一 1 廿二 6、10

主再來的迫切 一 1、3 廿二 7、12、20

書是預言 一 3 廿二 6、9、10

書要宣讀 一 3、11 廿二18

讀者受慰 一 3 廿二 7、12、14

書是真確 一 7 廿二6

主神的偉大 一 8 廿二13



第一次結語勸言：（廿二6〜9）
•在首次勸言中，天使先發言（啟廿二 6），「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

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

事指示他僕人。」

•卻引進基督的插語（啟廿二 7），「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

的有福了！」

•最後是約翰的表態（啟廿二 8〜9）。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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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結語勸言：（廿二10〜19）
•在第二回合裡，天使繼續發言（啟廿二 10〜11），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

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又引進基督的插言（啟廿二 12〜16），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

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而約翰的表態則處在聖靈的插言之末（啟廿二 18〜19）。我向一切聽見這

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

禍加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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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插語（廿二 12〜16）
•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22:12-13)

• 1．重申主再來的必然（廿二 12A），主再來是為信徒伸冤的時候，因主是審判的主。

• 2．主是公義的審判官（廿二 12B），論功行賞，論惡行罰。最後審判大權操在主手中，祂必
秉公行判。

• 3．它是永不改變的主（廿二 13），基督與神擁有同等屬性，祂們均是創始成終、永不改變的
主，是永恆的神。

• 4．聖潔生活的勸導（廿二 14〜15），凡衣服洗淨的（現在式分詞，指不斷性，故此喻聖潔生
活），行為上不斷更新的人，他們是有福的（第七次），因他們是得永生的人（得生命樹之
果），也是能進聖城的人（生命樹與進聖城皆喻永生）。『城外』象徵『救恩之外』，因為在
城外是一群截然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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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生活的勸導（廿二14〜15）
•『城外』象徵『救恩之外』，因為在城外是一群截然不同的人，主用七種罪行描
述他們：
• (1) 犬類：喻不潔的人，犯不道德的罪（參申廿三18）。
• (2) 行邪術的：以與鬼打交道的門徑反對神。
• (3) 淫亂的：視聖潔、忠貞如無物。
• (4) 殺人的：不以生命為神聖。
• (5) 拜偶像：以別神代替神。
• (6) 好說謊言：心存詭詐，以假亂真。
• (7) 編造虛謊的：顛倒是非，揑造虛話，假冒為善。
•這非說城外仍有這些人存在，這是一種文學手筆，也稱為『教牧勸言』，以救恩
之外的世人特徵作為提醒或對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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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吩咐（廿二 16）
•基督的自稱『我、耶穌』似是一種署名作證的表達方式，是祂授權『我的使者

（指約翰）』，為教會的緣故證明本書所說的全是真確無誤（叫教會不要誤會約

翰），並再稱自己是：

• (1) 大衛的根：據自以賽亞書十一章 1 節，指出基督為彌賽亞的身份是與大街之

約有關。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 (2) 大衛的後裔：據自耶利米書二十三章 5 節，指基督擁有繼承大衛寶座的王權，
祂的國度早有明告。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
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 (3) 明亮的晨星：據自民數記二十四章 17 節，基督是雅各之星，祂的出現將會

驅除黑暗，引進主再來的黎明，並彌賽亞王的晨光，及新天新地的正午。所以三

大名稱足使當時讀者深感無限的安慰和鼓舞。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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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結束勸言(廿二 17〜19）
•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

水喝。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

的災禍加在他身上；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什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

他的分。

•㈠聖靈、新婦、信徒的呼籲（廿二 17）

• 1．因為主再來的日子臨近，於是引起三方面迫切的呼吁：

• (1) 聖靈先說：來。

• (2) 新婦跟著說：來。

• (3) 聽見的人也說：來。

• 2．他們同聲同心呼籲口渴的人來白白地喝生命活水（全段共有七個現在式動詞，表

示這是一個現在的時刻）。此節顯出作者在結束全書時給予不信者的『臨筆』忠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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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結束勸言(廿二 17〜19）
•㈡約翰的反應（廿二 18〜19）
• 1．不少學者視二十二章 18 節的『我』字是指主耶穌（即如二十二章 16 
節的『我』字及 20 節的主詞是同一人），但這『我』字與 1、6、8、9、
10 節的『我』（指約翰）有關，故應指作者約翰。
• 2．約翰在此發出他的表白：
• (1) 他為書上的預言作見證，證明書上一切的話是真實可信的（參啟廿二
6）。
• (2) 他也為書上的話發出新約聖經裡最嚴峻的警告：不可加添（或刪除）
書內的話（申四 2；箴卅 6），這是敬虔猶太人對神話語的敬重，亦是向
異端者一件嚴厲的警告；此言亦成為新約教會對正典之地位的格言，是教
會監管正典的定準公式（CANONIZATION FORMULA）。約翰更聲明，違反者
必將他的永生奪去。

24



最後的話（廿二 20〜21）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㈠最後勸言（廿二 20）
•1．作者以主耶穌一句宣言『是了，我必快來』作最後勸言，主
保證這些事是真確的。
•2．約翰此時也情不自禁地加上自己的響應：『是的』，『主耶
穌啊，願你快來』（中譯『我願你來』達不到原文的語調，原文
是急切祈願式動詞），是一種靈裡懇切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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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話（廿二 20〜21）
•㈡最後祝福（廿二 21）
•1．約翰以書信開始，也以書信格式結束。他願主耶穌的恩惠與
眾聖徒同在。
•2．舊約結束是咒詛（瑪四 6），新約結束卻是祝福。祝福是因
耶穌的恩惠而來，恩惠開始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它維系基督徒的
生命，亦盼望基督徒的生命常顯出神的恩惠。
•3．全書以啟示作開始，卻以祝福作結束，因為若聽從書中信息
的人，看到神榮耀公義的伸張，必定持守信心，一直到底，永不
改變，這樣，神的祝福必臨到他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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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結論：創世記結論->展望新約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創造是一切的根基。伊甸園代表

人因著過去的罪而失去的一切，也代表人現今所渴求

的一切。墮落的記載（創三章）引發了整個救贖歷史，

就是舊約與新約絕大部分的內容。不過，啓示錄二十

一至二十二章卻特別回應了創世的記載。「新天新地」

將反映出伊甸園中的許多特色，所流露的信念爲：末

後的光景將包括當初情形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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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最早的宣吿

•你既作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

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嗣和女人的後嗣也彼此為仇；女人的

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創三14〜15) 這個咒詛後來被稱爲「福音的先聲」

•整個新約都見證基督在十字架上擊敗撒但（蛇即撒但，啓十六9）。這次的

得勝，使得神對人類的審判得以翻轉。同樣，在巴別塔故事的亮光下，來

看五旬節時所賜下說別國語言的恩賜，更令人嘆爲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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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2章
•啟示錄21、22章則回復到神完全美善的創造之中。

•啟示錄讓信徒明白主再來的計劃，

•知道祂寶貴的救恩就是要除去罪所帶來的死亡、咒詛、與刑罰

•確信最後的勝利屬於主耶穌基督，而祂的勝利亦是所有相信祂的

人的勝利。基督徒必須知道主再來的計劃，清楚堅信主耶穌保證

信徒脫離大災難的應許，更可享受永恆的福樂與神的榮耀；以致

可以安心的為主而活，忠心的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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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與啟示錄的對照

30

創世記 啟示錄
天地被創造 1:1 新天新地 21:1

太陽被造 1:16 不用太陽 21:23

有晚上 1:5 沒有晚上 21:25

海被造 1:10 不再有海 21:1

人犯罪受咒詛 3:14-17 不再有咒詛 22:3

死亡進入人世間 3:19 不再有死亡 21:4

人從伊甸園中被趕出 3:24
人住在神的聖城中，得面見

神 22:3-4

痛苦，流淚的開始 3:16-17 不再有痛苦眼淚 21:4



創世記 啟示錄

死亡臨到世界 不再有死亡(啟21:4)

人和地被咒詛 不再有咒詛(啟22:3)

生命樹被封閉 生命樹重現(啟22:2)

人離開神的面 人要見神的面(啟22:4)

31

創世記與啟示錄的對照



創世記與啟示錄的對照

•新的開始，新的秩序

•有生命樹，有河流，神與人同行

•所記述的地方都有相同的道德和屬靈的模範

•神從起始到最終的心意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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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的安息

•歷代爭持為安息

•新天新地滿安息

•上帝與人同在賜安息（啟二十一1-2）

•回應創造再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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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爭持為安息

•啟示錄開頭的大部經文講述上帝的救恩是如何展開，過

程中又如何經歷那惡者的攪擾和破壞，但上帝的計劃始

終得勝。

•上帝的救恩計劃無非是要將祂的安息再次賜給願意信靠

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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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滿安息

•及至上帝的救恩計劃完滿成就，舊天舊地要過去，

新天新地要降臨。安息要隨伴新天新地的降臨而

臨到因信得以住在其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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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與人同在賜安息

• 1. 在新天新地裡，上帝要更新一切（啟二十一5）：

• A. 不但有上帝與人同在（啟二十一3）：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

• B. 人更要得著有上帝同在的安息（啟二十一4）：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 2. 啟二十二2B-3A說生命河邊的生命樹能醫治萬民。“醫治”，即“使康

復、復原”，即重得先前所失落的。對上帝所創造但又犯罪離開了上帝的

人來說，其中最重要的，顯然就是重新得著與上帝同在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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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創造再安息

37

創世記 啟示錄

1. 創世記的開始記這個世界的開始 1. 啟示錄的末了記這個世界的結束

2. 創二10-14說有河水滋潤伊甸園，再由伊甸園
分四道河水流出

2. 啟二十二1說在新天新地的聖城街道中，有一
道生命水的河從寶座流出，大概是要滋潤沿河兩
岸的生命樹（啟二十二2）

3. 伊甸園座落在一個有金子和珍珠、紅瑪瑙等
珠寶的環境裡（創二11-12）

3. 新天新地裡有金子和各樣的珠寶（啟二十一
10-21）

4. 創二9、16、22說在伊甸園裡有生命樹（就是
說園中樹上有可供信靠上帝的人作食用的果子）

4. 啟二十二2說在新聖城生命河的兩邊有生命樹
（眾數），連葉子也能醫治萬民

5. 犯了罪的亞當和夏娃要被隔離在伊甸園之外
（創三22-24；殺了弟弟亞伯的該隱，更要被趕
到再遠的東邊去，創四6-16）

5. 啟二十一27也說到在新天新地裡不潔和行可憎
與虛謊之事的，都不得進入新天新地的聖城

6. 創一至二章記六日創造時每日都說“有晚上，
有早晨”，作為一日的結束，但記第七日時卻沒
有說“有晚上，有早晨”，暗示那是一個沒有終
止的日子

6. 啟示錄說在新天新地裡也是沒有日頭，也沒有
黑夜（啟二十一23-25，二十二5）

7. 人在上帝之下看守修理伊甸園（創二15） 7. 人在上帝之下作王事奉（啟二十二3b、5b；可
能也包括管理大地）

這暗示上帝創造後第七日的安息，要
在主再來的末世裡再度出現。



• 大祭司額頭的金牌，上面的希伯來文是「歸耶和華為聖」。「你要用精金做一面牌，

在上面按刻圖書之法刻著『歸耶和華為聖』。要用一條藍細帶子將牌繫在冠冕的前面。這
牌必在亞倫的額上，亞倫要擔當干犯聖物條例的罪孽；這聖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聖禮物
上所分別為聖的。這牌要常在他的額上，使他們可以在耶和華面前蒙悅納。」（出二十八
36-38）

•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見他的面。他的
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啟22：3-4)

• 「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約壹三2）。因著罪的隔閡，連摩
西也不能面對面見神（出三十三20、23），但將來聖城中的居民卻有福「見祂的面」，可

以與神有完全的交通。神的名字「寫在他們的額上」，正如大祭司的額上戴著「歸耶和
華為聖」的牌子，全城的居民都將獻上祭司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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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

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裏？」(創3:8-9)

人犯罪後，躲避神的面

神主動尋找人

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見他的面。他的

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啟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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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 1、教會中的國度

•無千禧年派的釋經系統假設上帝的國度今日已在教會中得到彰顯。奥古斯丁是

首先提出這觀點的人。無千禧年派認定神的國度從耶穌基督就已開始，而亞伯

拉罕之約、大衛之約及新約都實現在教會中，「教會」包括神在每個時代所救

贖的人，不單是在五旬節到被提之間得救的人，也包括因信稱義的以色列民，

基本上無千的看法，是神國已在教會裡應驗，我們已在這國度裡了，但我們仍

期待這國度完全的顯露，仍等候其完全的勝利，而舊約以色列國只是新約教會

的預表；按此神學上的主張，許多舊約神國度與以色列國的預言，就必須採用

象徵性的解經法，其中當然也包括但以理書中神永恆國度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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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 2、上帝子民的合一

•既然上帝一直在他的國度中統治，而他的國度現在又於教會中彰顯出來，無千

禧年派人士便下結論說，上帝在歷世歷代中只有一個整體的計畫，就是為上帝

的子民（不論是摩西時代之前或之後的人）提供救恩。這個計畫是由三個約完

成的：

•第一是工作之約，亦即上帝與亞當所立的約，上帝應許亞當，他若順服便得生

命，若不順服就會死亡；

•第二是救贖之約，亦即三位一體上帝之間彼此所立的約，決定提供救贖；

•第三是恩典之約，上帝與被揀選的罪人立約，藉此賜下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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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3、以色列和教會

•由於有一個為了各時代「上帝的子民」而設立的救贖計畫，因此

在上帝的心意中，以色列和教會並沒有獨特的「計畫」，他們共

用這延續不斷的計畫，所以上帝給以色列的應許亦適用於教會。

•阿裏斯（ALLIS）所說：「在靈意的解釋來說，千禧年在基督徒的

教會中已經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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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4、將預言「靈意化」

•究竟給以色列的應許（有關地土、國家及主權，參創12：2，15：18-
20及撒下七12-16）和上帝國的應許，與教會有何相關？無千禧年派
將這些預言「靈意化」，目的是要明白預言中所謂的「屬靈意義」。
他們認為以賽亞書十一章六至九節有關猛獸會被馴服的應許，是指一
種屬靈的改變，正如大數的掃羅從一個殘暴的迫害者，變為一個順服
跟隨基督的人。

•然而，在預言找「屬靈意義」，並將之與教會扯上關係，就是不以正
常的意思解釋經文。無千禧年派人士駁斥說，儘管新約常不按字面意
義去解釋舊約，但預言是可以靈意化的，因為預言包含很多比喻及象
徵語言。此外，聖經的偉大教導是屬靈的，而非屬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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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前千禧年派，尤其是時代主義的前千禧年派，針對舊約的預言，採取字義

解經的原則，認定神的國包括教會，教會是神國度的子民，但教會和神的

國不能稱為同一事物。在舊約神主要拯救的對象是以色列民族，但今天則

是教會。這是神的特別計劃，將現今世代與以色列民族領受律法的時代區

別出來。以色列民族曾得到特別的應許，而教會作爲基督的身體則得到另

一種應許。他們不認為教會已取代了以色列人的地位，成為屬靈的以色列

人。時代論者認為神在舊約中對以色列國度的應許會在千禧年中實現，以

色列人在末世會有一特殊地位。將來的時代或政權，就是將要來臨的千禧

年國度（弗1：10），前千禧年派對但以理書永恒國度的預言，比如但9：

24「為你本國之民」，字義清楚解釋成以色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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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1、經文正常的、文法上的解釋

•對於前千禧年派來說，正常的解經方法，就是按字面意義來解釋

基督的再臨，在地上建立他的政權一千年的應許。他的國度現正

存於天上（徒二八31 ；羅一四17 ；林前四20 ；西一13），但在

基督再次降臨世界時，這個國度會在千禧年中彰顯於地上。信徒

屬於上帝現在的國度或統治的一部分。（約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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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 2、以色列國與王在應許之地

•因為上帝應許以色列成為一個大國、可以被招聚及得地為業，有彌賽亞王統治

他們。這些應許是無條件和尚未實現的，待將來必然會應驗。這可見於三個聖

經盟約的本質-亞伯拉罕之約、大衛之約、新約。

•來利（RYRIE）指出這種釋經法的重要性：

•（1）亞伯拉罕之約是否應許以色列國度永遠存在？如果是，則教會並沒有實

現以色列的應許，反而以色列國還有尚待應驗的未來；

•（2）亞伯拉罕之約是否應許以色列永遠擁有應許之地？如果是，則以色列將

來必擁有一塊他在歷史上從未完全擁有過的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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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3、以色列和教會

•由於以色列仍未在彌賽亞王統治下擁有應許之地，這應許便沒有

轉移給教會。因為教會是從五旬節開始，他與以色列國分開了，

所以不能繼承以色列的應許。因此文法解經將以色列和教會明確

地區分出來。教會現在並非擁有以色列的應許地巴勒斯坦。新約

時代，自從教會開始至今，未得救的猶太人和外邦人與教會之間

，仍然是有所區別（林前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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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千禧年派的釋經基礎

•4、釋經的一貫性

•前千禧年派堅持認為其釋經原則是前後一致的，他們沒有將預言

靈意化、不按字面意義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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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的神學
•啟示錄的神學在第一世紀基督教主流思想中的地位不容置疑。

•正如其他新約著作一樣，本書的前設包括了

• 1.基督死而復活的信息(一18，二8，十一8)，也包含

• 2.一個有兩階段的末世觀，就是基督現今坐在天上的寶座上(三21，五章，

十二5、10)，有一天會再來擴展上帝對全地的管治(二27，十一15)，

• 3.以及在教會中的外邦人同享以色列的立約身份(五9-10；參出十九6)。

•
•本書的獨特色彩乃源自作者所針對的當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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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迫的教會的神學
• 啟示錄是羅馬皇帝多米田統治年間，約翰在被流放的時候(一1)，寫給

小亞細亞眾教會的一封書信(一4)。當時多米田所發動的逼迫，至少已導致

別迦摩的一位信徒殉道(二12-13)，令人感到更大的災難迫在眉睫。別迦摩

是該地區第一個推行帝王崇拜的城市。當第一座廟宇在小亞細亞的主要城

市以弗所——亦是約翰致眾教會書信的第一個目的地——市集的西面被建

立起來，獻給多米田之後，省內各城便一窩蜂地追隨。猶太人雖獲豁免參

與崇拜，他們卻告發被視為敵人的基督徒(二9，三9)，迫使基督徒參與敬

拜儀式，違命者死。因此，基督徒要在凱撒和基督之間作出抉擇。啟示錄

由始至終所表達的，就是要信徒忍耐到底。當中的大量預言性內容，便是

為了配合這個寫作目的，這點對於理解本書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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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手法是承載神學的工具
•對啟示錄文學架構的不同假設，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它的神學。除了書信

元素外(一章，二十二6-21)，最明顯的分段是書信(二至三章)和異象(四1

至二十二5)兩部分，它們都是由一把好像『吹號』的聲音開始(一10，四1)。

•啟示錄宏觀架構的一個固有特色，就是不斷重複，其用意也許是為了強調

信息的確實和迫切性(參創四十一32：至於法老兩回做夢，是因神命定這事，

而且必速速成就。)。

在每一個主要部分開始之前，都以基督戰勝死亡，來肯定祂的權

柄(一13-18，五6-14，十二1-11)。這種寫作手法反映本書的目的：教會應

從羔羊已得勝的角度來看她的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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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滿懷敵意的世界
• 啟示錄就像第四卷福音書一樣，將人類分成兩大陣營，以他們

對待基督的態度作為分界的標準。新耶路撒冷的子民保持自潔，

終能作羔羊的新婦(十四 1-5，十九7-9，二十一9至二十二5)。

相反地，以巴比倫作為代號的羅馬，則一味追隨皇帝，滿足他的

慾望，還引誘列國加入他的行列(十四8，十七 1-7、9、15-18-

十八章)。後者的形象是引自舊約先知用淫亂來像征偶像崇拜的

習俗。兩類人的額上都各有標記：獸的印記(十三16-17)或羔羊

的名字(十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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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的歷史觀
•教會一定得勝的保證，是源於兩個事實：羔羊『已經得勝』(過去不定時態，

五5；參三21)，羔羊『必勝過』祂的仇敵(將來時態，十七14)。

在歷史終結之前，邪惡將循環不斷地發生。那獸昔日來過(也許是

指尼祿，他是第一位逼迫基督徒的羅馬皇帝)，然後下到陰間(逼迫止息了

數十年)，不久又將出現(可能是指多米田，他是尼祿的化身

[NEROREDIVIVUS]，十一7，十七8、11)。這模式在一個更廣的層面也重複

出現：撒但透過羅馬皇帝(龍)的活動將會被制止，但最終他會從陰間再出

來，與歌革一同作最後反擊(二十1-3、7-10)。對教會的逼迫必須爆發、止

息、再爆發——也許要重複多次——末期才來到。然而上帝始終保守全體

教會(十一1，十二16、13-15，二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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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殉道
• 正如約翰福音一樣，『生命』是本書有關救恩的主要鑰詞。本書提到

救恩是白白賜予的篇幅相當少(二十一6，二十二17)，也許這是因為約翰的

讀者那時需要的是鼓勵——不是鼓勵他們得著屬靈生命，而是鼓勵他們堅

持到底。『信』(PISTEUO)的動詞經常在約翰福音出現，在這裡卻不見影蹤：

但『有信心』(PISTOS，或譯『忠心』)這個形容詞在約翰福音沒有出現過，

在啟示錄卻出現了八次。相應地，本書強調要有行為表現(例如：二23，十

四13，二 十13，二十二12)。與救恩有關的各樣恩典，是留給那些在道德

和屬靈爭戰中『得勝』的信徒(二7、11、17、26，三5、12、21，二十一7，

這亦是約翰壹書的典型用法)。只有拒絕拜獸的人得著活命的保證(二十4-

6)；凡拜那獸的人，將會承受永刑(十四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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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殉道

•啟示錄的獨特貢獻，是它提供了有關殉道的豐富經文。耶穌是第一位殉道

者(一5，三14)；因著祂的死而復活，祂能應許把生命賜給在羅馬人手中像

祂一樣至死忠心的人(二8、10，十一7-13)。上帝已經預定了某些人必須殉

道(六11，十三9-10)。七號其實是上帝對殉道者呼求伸冤所作出的回應(

六 9-10，八1-6)；

•目的是向死於不義的受害人保證，上帝將會為他們伸冤。本書還記載了很

多安慰殉道者的應許：他們在來世將享福樂(七9-17)；他們將要存活(十一

11-12)；他們息了勞苦，上帝會記念他們所作的(十四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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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生命操練邀請】

•寫下一項你屬靈生命成長中的挑戰，然後在整個啟示錄的學習中，
一邊學習，一邊操練，到課程結束再看看是否有一些進步或突破。
期待我們一同來見證基督的生命！

•[啟22：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 。

•今天的主題是上帝與人同在，人更要得著有上帝同在的安息，今天
的學習對你列出的屬靈生命操練有何反思和影響？本周反復思想這
節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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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主日學簡介】

出埃及的意思就是"出去"，表明神要救贖
祂的百姓，由為奴之地到應許之地。神是
守約立約的神，神制定法律使百姓愛神與
愛人，神要祂的百姓造聖所，因祂樂意與
人相會。“出埃及”是充滿神蹟的，我們
將由神蹟的幕後，看神救贖計劃的「聖約
」，由幕前看神願意與人同在的心意「聖
殿」，由過程中學習屬靈的爭戰「聖戰」
。願個人與教會在 Shekinah Glory 的殿
中，與神相會，經歷神蹟，使神的名被高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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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主日學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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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主題 教師

1 3/7 出埃及記總論、前言(出1) 王傳義

2 3/14 揀選與蒙召 (出2-6) 沈麗

3 3/21 神降九災 (出7-10) 沈麗

4 3/28 逾越節與第十災 (出11-12) 李超翰

5 4/4 過紅海 (出13-15) 李超翰

6 4/11 嗎哪與磐石出水 (出16-17) 李海濤

7 4/18 西奈、立約、十誡 (出18-20) 李海濤

8 4/25 頒布律法 (出21-24) 沈麗

9 5/2 建造會幕 (出25-27; 30) 沈麗

10 5/9 祭司、聖職、事奉 (出28-29; 31) 王智

11 5/16 背叛、代求、赦免 (出32-34) 王智

12 5/23 會幕完成 (出35-40) 李超翰

13 5/30 出埃及記結論 王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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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季主日學全勤的奬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