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簡介

首先，感謝陳錦輝兄弟的仗義協助，把封面設計得如此有意思。

封面右邊的圖案，是天國與地獄的縮影。在《默示錄〉當中，紅

色代表暴力，而白色則象徵永生。在這條階梯上，有些人以捨生殉

道的大無畏精神，迎向苦難與迫害，以天主正義的審判作生命的方

向，從暴力邁向永生。相反地，有些人因種種原因，被魔鬼吞噬，

自墮火獄中。

黑色的背景，象徵死亡，但是，佑大的「正」字，以白色標誌出
對生命的希望，惟有堅持信仰到底的，才可以和這一位正義的天主

共享永生。

耶穌說得好: r我身為光明，來到了世界上，使凡信我的，不留

在黑暗中。無論誰，若聽我的話而不遵行，我不審判他，因為我不是

為審判世界而來，乃是為了拯救世界。拒絕我，及不接受我話的，自
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說的話，要在末日審判他。 J (若 12 : 46-48) 

正義與審判，即在於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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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能夠在首版面世半年內出第二版，身為這本完全不被教會內外看

好的書的作者，首先要感謝的，不是別人，是魔鬼!

也許讀者們會覺得奇怪，為甚麼要感謝萬惡之源呢?

無他，如果沒有魔鬼步步進攻，層出不窮的迫害，我不會越來越

接近生命之源的天主，鼓起勇氣去出版〈正義與審判〉。

打從二000年起稿以來，在出版拙作的過程中，種種困難和挑

戰，簡直是不足為外人道，特別要感謝賊兄弟/姊妹，在三百本書準

備空運美國的前一個晚上，有些兄弟/姊妹將倉庫所有寄存的貨物偷

去，連這三百本在「盜竊界」絕無市場價值的拙作在內。因此賊兄弟

/姊妹催生了{正義與審判〉第二版。

此書本來是為培育中國天主教會而作出微末的貢獻，為了這個原

故，泉好友讀者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例如增加了「牧職反省」、

將字體放大、及「改頭換面」等等。除了衷心感謝有份參與出版及推
廣的朋友外，當然，是一切讀者們的鼓勵，更當然的是一天主!

Deo gratias et Marie! 

趙必成

2∞7 年 5 月 17 日
耶穌升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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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千禧年之前，已經有無數傳言，分別來自教會內外，在 2000

年期間，會發生大災難，例如天降七十二小時黑暗，更言之鑿鑿的引

申〈默示錄〉來作證。於是， (默示錄〉便成為預言千禧年的一部「天

書 J' 或用來計算世界末日期限的「占r- J O

其實，從內容、象徵手法及背景來看 ， (默示錄〉不是一本預言

未來的書，也不是一部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一冊實踐信仰的激勵之

書，特別為教難中的信徒， (默示錄〉是堅持信仰者的一個支持。

在本書中，除了對若望默示餘的名稱、文學類型、艾章結構、文

學特色、象徵學、舊約典故、地域、神學與釋經原則外，會特別探討

{默示錄〉在文字背後的訊，息。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感謝恩師一一著名聖經學者若瑟飛土米亞

(JosephA. Fitzmyer, S.J.)及 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悉心教導，另
外感謝所有美國天主教大學的同窗不吝指教。希望在天主聖神的帶領

下，為踏入三千禧年的中國教會，作出徵末的貢獻。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在壓迫及迫害中仍然堅持信德的基督徒!

Deo gratias et Mariae ! 

趙必成

起稿於 2000 年 6 月 4 日聖地牙哥
收筆於 2004 年 10 月 7 日新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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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默示錄導言

A. 何謂默示錄

「默示錄」一詞來自希臘文 αmkdλuψl宮，正如在默 1:1 開始，作
者己說出這書的目的，是有關耶穌基督的啟示( , A1TOKáλuψ15 ' IT]O'Oû 

XplσTOÛ) 0 AπOKá入uψ15 來自動詞 &πOKα沁πTω(白的: I 由」、「脫離」

[企om ' away fromJ ;附加μμα: I面紗」、「蓋布 J [veil]) 。意即「啟示」、

「揭示」、「掀開」。故此，英文也譯作 re-velation (啟示) ，基督教治此

將 απOK的uψ15 譯作《啟示錄〉。
不過，讀者很容易受「啟示J (revelation)一詞的影響，從神學角

度來看，啟示就是天主藉言語及行為對人類揭示自己。而{默示錄〉

(απokd入uψ15) 則是以一種特別的文學型式「默示錄文體J' 即是以隱
喻、或比喻、或象徵的文學表達方式，來說明作者要晴喻的意思。所

以，默示錄/啟示錄(當然它本身是聖神所默感的一卷聖經，是天主的
啟示) ，不是一本天主要藉它來「啟示」什麼驚世奧秘的一冊書，而

是一本屬先知書類的經卷，以「默示錄」體的詞句來表達信仰。

〈默示錄〉的文體，如上段提及，屬先知書類，在基督降生前後

二、三百年間盛行於猶太及基督文化當中。這類型的作品以先生日書中

的神視 (vision) 的形式，利用象徵性言語 (symbolic language) 講述

一些隱晦的事。此外，作者更慣常利用「偽名 J (pseudonym) 把作品

歸於古代聖賢，假以權威。書中更記載禁令，表示天主的啟示不該公

諸於世，只能讓一些受到光照的人領悟。

《默示錄〉的內容通常被人了解為預言世界末日的一冊著作，原

因之一，在書中完結部分 (19-22 章) ，多以世界窮盡之景象作內容，

例如天上凱歌(19:1-10) ;天主聖言的勝利(19:11-16) ;千年王國

(20: 1-6) ;公審判 (20: 11-15) ;新天新地 (21: 1-8) ;新耶路撒冷
(21:9-27); 及永遠的褔樂 (22:1-5) 。這些「末世」的景象，是基督第

二次光榮來臨的情況( I末世」的真正意思，是從基督降生至第二次

光榮來臨之間這段充滿救恩及期待的日子，不是一般誤解為世界末日
之時刻)。因為， {默示錄〉的內容主要是激勵旅途中的教會，對基督

光榮再來，保持望德。雖然在迫害底下，仍然要堅持到底，因為作者

深信， I皮基督者」必定失敗(19:20-21) ， 1堅持信仰者」可白白領取

永生的活水 (22: 17) 。

總言之， {默示錄}是一部以「默示錄艾髏」來寫成的經卷，目
的不都令預言世界末日，而是在信仰迫害當中，作者以隱喻的表達方

式，鼓勵信泉堅持信仰，直到新天新地及新耶路撒冷的來臨。雖然史



偉德但.B. Swete) 認為若望〈默示錄〉是一部基督徒的先知書，天

主命令作者說「預言J (10: 11) : í關於諸民族、諸邦國、諸異語人民

和諸君王，你應再講預言J (崗位背的IV 叩0柯TeÛaal È rrì ÀCXÔIS Kαi 
'i; 6veσIV Kαi y入出σoαIS Kαì ßασIÀeûσIVπ。ÀÀÔIS) 。
、「講預言 J (叩。中llTEÛOCXl ， aor. act. infin. [過去不定時態主動語態

不定式])的聖經意思可分為:

1.宣報天主的啟示

2. 預言並揭示隱蔽之事
3. 預言將來

根摟 BAGD 的分析2 ，默 10:11 屬於第三種解釋:即預言將來要
發生的事。但是，將來所發生的新天新地境況、羔羊的勝利及反基督
者的失敗，都已經在福音內，從耶穌的口中談論過，再者，在耶穌基

督內已有完滿的啟示，因此， <默示錄〉的預言並不是「新」的啟示，

縱然若望〈默示錄〉是宗徒時代唯一的「先知書」。

〈默示錄}是一本「預言末世」景象的「先生日書 J' 不過，預言

的範團都是在耶穌基督所啟示的奧秘之中，要強調它所預示的，並不

是一些耶穌啟示以外的事情。正如出 6:29-7:2 當中，上主邀請梅瑟

作祂的代言人一樣。雖然書中所述的，是有關末世的情形，這「末世」

的意思，如上所說，並非對世界末日的「時刻計算J '而是世界窮盡

之後，有關人類的結局(參瑪 25 :31-46 ;谷 13: 14-27 ;路 21:25-28

等)。

B. 寫默示錄的目的
由於二千禧年的來臨，基督宗教的泉多教派都以《默示錄}作千

禧年預言或世界末日來臨的根據。書中提及的數字、顏色、動物及人

物象徵等，往往給予現代人一種高深神秘的感覺。

《默示錄〉的作者若望，知道自己是一位被放逐的先知(天主的

代言人)(參 1: 9) ，他的作品是一部先知文學，所以，內容並不只是局

限於某個特定的世代，為後世都有深遠的意義。

〈默示錄〉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教難迫害中，堅固並鼓勵信

I H.B. Swet皂， 1he Aoocalvnse of St. John: The Greek Text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h坐坐里， 3m ed. (Lo吋∞:
Macmillan, 1917, reprinted Grand Rapids: Kregel, 1968), xvii，獄。另外參默 10:11 。

2 執T. Bauer, A Greek-En l!lish Lexic心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v Christi圍n
μ些旦旦旦 (a translation an祖 adaptation of the 4血肉vised and augmented edition of W. 
Bauer's Griechisch-Deutsches Wörter加ch zu den Schriften des Neuen Testament and der 
iibri l!en urchristlichen Literatur by W.F. Gingrich and this 2nd edition is rev即d and 
augmented by W.F. Gingrich and F.W. Dank釘 from W. Bauers's 5th edition, 1958) (Chicago: 
The Uin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723 。



徒，預言邪惡和政權的沒落及毀滅，基督與教會將獲得最後勝利。

若望這位被放逐的先知，、向他曾經牧養過的團體，傳達基督這身

為最高先知及牧者的訊息，他將上主所頒賜的訊息及神視記錄並傳
遞，目的是為教會團體的需要，特別是在精神及信仰上的鼓勵。

從書信的角度來說，它是一部默示先知文學;從它的精神及目的

來看，是一封牧函， r若望致書給亞細E的七個教會J (1: 4) 正是牧區

的意思。

按照〈默示錄〉所述的七個教會，分別是厄弗所、斯米納、培爾

加摩、提雅提辣、撒爾德、非拉德非雅及勞狄刻雅(二、三章) ，叉「七」
是圓滿之意，也泛指一切的教會團體。所以， {默示錄〉同時是地區

性叉是普世性的一封牧函。

1.厄弗所教會 (Ephesus) :位於凱漸達河 (Cayster) 的入口處，是
亞細亞羅馬屬省的首府，人口調密，地方富庶，為當時亞細亞

第一大港及市場。基督徒的信仰水平頗高，但己走向下坡。

2. 斯米納 (Smyrna) :厄弗所以北 56 公里 (35 英哩)。在羅馬帝國

時代是亞細亞地區最富有的地方。公元二十六年，一座獻給提

庇黎亞的廟宇在此蓋成，為培爾加摩之後的一個「君皇崇拜」

(emperor cult) 。基督徒大多是窮人，但精神上卻很富足 (2 :9) 。

3. 培爾加摩 (Pergamum) :在斯米納以北約 64 公里 (40 英哩)。作
者著述〈默示錄}的年代，培城是當時亞細亞省的行政總部。

公元前二十九年，城中一座廟宇被獻給羅馬及奧古斯都。為

亞細E眾城中首個發展「君皇崇拜」的地方。

4. 提雅提辣 (Thyatira) :提城位於一個廣闊山谷中，在培爾加摩

東南方約 64 公里 (40 英哩)。基本上，提城是一個商貿中心。

與厄弗所剛相反 (2:4) ，愛德不只是提城教會工作之一: r我
知道你的作為，你的愛德、信德、服務和堅忍，也知道你末

後的作為比先前的更多。 J (2: 19) 
5. 撒爾德 (Sardis) :離提雅提辣東南約 50 公里 (30 英哩) ，是里

狄阿帝國 (Lydian of Croesus) 的前首都。如厄弗所一樣，撒
爾德在羅馬時代是一座商城，它擁有一個不平凡及顯著的猶
太團體。撒爾德的基督徒在信仰上是屬於名存實亡的一類

(3: 1-2) 。

6. 非拉德非雅 (Philadelphia) :此城建於公元前兩世紀，在撒爾德

東南約 50 公里 (30 英哩) ，為一希臘文化的發揚地，民豐物

車，地方富庶。正如在斯米納，同樣，非拉德非雅的基督徒

團體也存有對猶太人的恐懼。不過，其中有一點不盡相同的，

在非城住有「自稱猶太人」份子，他們都悔改皈依基督 (3 :9) 。
在給各教會的書信中，這是作者首次以「我愛了你」來表達



基督的愛 (3 :9) 。

7. 勞狄刻雅 (Laodicea) :非城東南約 64 公里 (40 英哩) ，位於利
格斯 (Lycus) 山谷，在羅馬統治下發展成為一個主要商城。勞

城教會的富有正反映了當地教會自以為精神富足的態度

(3: 17) 。

〈默示錄〉的作者向七個教會所要指出的，是她們精神上的危

機，特別在四至二十二章，作者為增強信累的信德及望德，著墨不少。

從羅馬帝國席捲亞細亞教會開始，作者親自目睹教難的來臨，但是，

在〈默示錄}這封牧函中，他強謂惡勢力一定滅亡。例如巴比倫陷落，

獸與假先知自食其果及撒彈將被毀滅。另一方面，教會將勝利凱旋，

天主之城將從天而降，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 (21:1-.2)。

天主的印記保護了那些拒絕獸印的信徒，殉道者將是勝利者，他們都

不會受到第二次死亡的牽連，因為他們的名字己記錄在生命冊上。在

仇敵敗潰之後，他們將與基督為主一千年。他們將從城門進入天主之

城，上主天主將賜給他們光明，他們將與天主永世為王 (22: 5) 。

《默示錄〉的作者另一個寫作目的，是為叫讀者知道，誰閱讀及

聆聽這些預言，而叉遵行書中所記載的人，是有福的 (1: 3 ; 2: 7) 。

c. 默示錄四大特徵
1. 神視/神夢:書中的神視與神夢啟示出天圓的奧秘，作者通
常採用直接的將來式來強調最末時期要發生的事。

2. 天主的平預:作者利用象徵標記 (symbol) 來說明天主對堅持

信仰者的支持，當信徒們對宗教迫害作出反抗時，天主特

別加以支援。

3. 舉揚受迫害者: (默示錄〉的作著對那些受迫害者傳播希望的
訊息，這可以稱為「迫害文學」。這一點對於認識《默示錄}

異常重要，因為「迫害文學」的目的，就是對受迫害者的一

種肯定，天主仍然是宇宙的主宰，是祂掌管一切，天主永遠

站在受宗教迫害者的一方。

4. 對歷史的結束做出預計的看法:這看法基於「安慰J' 作者融

合具體的歷史進程及象徵標記，指控迫害教會的首腦:羅馬。

作者更藉著本書來說服受迫害者，無論發生什麼事，天主會

將信徒帶到希望的終站一一天圈。正如天主在昔日從勞役中

解放了以色列子民的祖先，今日及將來，祂也會將宗教迫害

底下的信徒釋放出來。

D. 舊約正典及偽經中的默示錄

4 



1.正典

a. 董組:依 24-27 ; 32-35 ; 60 
則 33-48
岳

匣 9一 14

達 7一 12

b. 蚯組:若望默示錄

2. 備經

a. 董誼:哈諾克書 (Enoch)

梅瑟升天錄 (Assumption ofMoses) 
禧年紀 (Jubilees)

厄斯德拉卷四 (4 Ezra)3 
亞巴郎默示錄 (Apocalypse of Abraham) 
十二祖宗遺囑 (Testaments of出e Twelve Patriarchs) 

b. 塹誼:伯多祿默示錄 (Apocalypse ofPeter) 
保祿默示錄 (Apocalypse ofpaul) 

若望《默示錄〉雖屬「默示錄」文體，但與其他偽經有所不同:

1.書中除 10:4 的密封禁令外(並非顯示書的神秘性，而是另有

神學意義) ，皆附上公佈和聆聽的訓令。

1: 3 : í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叉遵行書中所記載的，

是有福的!因為時期已經臨近了。」

22: 10 : í 耶穌對我說: Ii'你不可密封本書的預言，因為時期

已臨近了。.1IJ
2. 本書特為禮儀之中誦讀和聆聽;書中可找到那位宣讀者和那

群聆聽者的對話(1: 4-6 等)。

3. 作者自稱為「先知J' 書中的話，一如「先知預言J(1:3;10:7;

11:18; 22:6, 9, 18) 。

E. 默示錄的象徵神學元素

3 閥於厄斯德拉卷悶，是一個頗複雜的問題，簡言之:

拉丁文版厄一=希伯來文版厄斯德拉書上(LXX 之卷二，即厄 B)

拉丁文版厄二=乃希米亞

拉丁文版厄三=希臘文的厄斯德拉 A. 即 LXX之卷一

拉丁文版厄四=英文版 RSV 的厄二，其中又可分為三部分，寫於公元一世紀
i.I.2 章(基督徒的引吉)

ii.3.14 章(厄斯德拉默示錄，即厄四)

iii.15.16 章(基督徒對話，公元三世紀)



l.天便是演繹者(天使引導)

2. 天堂之旅(海、門等)

3. 象徵 (symbols) :號角、雲、響聲、耶路撒冷聖殿、動物、書

卷、 書本等

.t.數字: 7 、 70 、 1 ，000 、 12 、 12X12 、 6(例如 666) 等
5. 二元論:光與暗、人類二分法(光明之子、黑暗之子)

6. 顏色:白、紅、黑、黃、綠等

7. 形象:如怪獸的七個頭、角等

以上七點，可以歸納為兩個方法:

1:'黨合說法 (conceptual expression) 
將事物的特徵說明出來，如「基督享有權能和勇教J (5: 12) ，這
說法雖然準確而扼要，但有點抽象。

2. 彙衛說法 (svmbolic expression) 
用意象 (image)來激發人的聯想和經驗，這是象徵說法。換言

之，每個意象都來自物質感觀世界，具有本身或文化所給予它
的能力，使人聯想到非物質或抽象的事理，例如「基督是猶大

支派中的獅子J (5:5) ，作者借用所向無敵的獅子來說明耶穌的
尊威。

其實，無論意念說法 (5: 12) 或象徵說法 (5:5) ，都說明同

一個事理，但後者更生動地表達出耶穌的形象，這正是〈默示

錄〉所應用的具體說法，將那些奧秘隱晦的事理講述出來。

因此，如果讀者細察到〈默示錄〉象徵說法的意義，會較

容易瞭解書中所象徵的實體意思。例如「一顆星」象徵一位天

便， ，-燈臺」代表教會(1 :20) , ，-七火炬」和「七隻眼睛」暗示

天主的七神 (4: 5 ' 5: 6) ，惡獸的「七個頭」象徵七座山或七位
君王(17: 9-10) ，'-華麗潔白的細麻衣」代表聖徒的善行 (19: 8) 

等。
究其實，作者在書中己多次引導讀者如何明白象徵的意義

(1 :20 , 12:9' 17:9-12) 。但是，由於當時的讀者生活在一個與
作者同一歷史文化的背景中，作者便假設讀者必能明白一些象

徵'最低限度， <默示錄}原來的讀者對象應有能力領會。例如

在 1:13-16 當中對人子的描述，採用了當時的象徵學，來描述這

位人子的司祭尊位、王者權力、永恆性、識透事物的能力、不
變性、擁有大能和發號施令等，現列圖表如下:



象徵語句 意念
1) 身穿長衣 司祭尊位

2) 胸悶佩有金帶 王者權力
3) 頭和頭髮皓白 永恆性

4) 眼睛有如火焰 識透事物的能力

5) 腳似光銅 不變性

6) 手持七顆星 擁有大能(手=能力) . 
7) 口中發出雙刃利劍 發號施令

對當時的人，無可否認，以象徵來說明事理，比解釋事理

的意念更能觸發讀者的觀感和想象，不過，對於不屬於當時當

地的讀者來說，必須經過研究每一個象徵背後所隱喻的意思，

才能領悟《默示錄〉作者要說的道理。

作者運用象徵的目的，並非將所言事理複雜化，亦並非要

讀者玩拼圖遊戲，而是把天主啟示的事理，轉化為更易接納和

領會的意象。故此，若果讀者只拘泥於某個意象的連貫性，結

果只會拚出一幅不符合邏輯的圖像，譬如 5: 6-7 : í 一隻羔羊，

好像被宰殺過的，他有七隻角和七隻眼...從寶座上的那位右

手中接了那書卷... J 在此，我們提出一些邏輯性的問題:一隻

被宰殺的羔羊怎能站起來?七隻角和七隻眼怎樣分佈在一個羊
頭上?他以什麼來取那書卷?用什麼來開啟封印?另外， í煌蟲

的形狀仿佛準備上陣的戰馬，他們的頂上好似有像黃金的皇

冠，面貌有如人的面貌;他們的頭髮好似女人的頭髮'牙好似

獅子的牙;它們的胸甲有如鐵甲...他們有相似蠍子的尾和

刺.，. J (9:7-10) 。諸如這些不合情理的形象，不是作者故弄玄

虛來考驗讀者，而是另有所指。

F. {默示錄〉的象徵分類
1. 舊約象徵 (biblical (Old Testament] symbolism) 
此乃承襲猶太人聖經中的象徵學:
a. 天:超越的境界

b. 地:人世事物的境界
C. 角:權力

d. 收割:末日審判

e. 熙雍呵3路撒冷:天主臨在之地，救恩、最理想的實現地點

2. 宇宙萬象的象徵 (cosmic symbolism) 
顯示天主是自然界和人類歷史的主宰，如果天主要作出決定性



的平預，宇宙萬象都要發生變動:

a. 太陽變黑 (6: 12) 

b. 月亮變紅 (6: 12) 

C. 星辰墜落 (6: 13) 

d. 地震山崩 (6: 12,14) 

e. 海水變血 (8:8)

3. 動物象徵 (theriomorphic symbolism) 
利用動物的自然特性，或在某種文化中附有之特性，來代表

救塵、史中各種善惡本性:

a. 羔羊 (5 : 6, 12, 13 ; 6: 1 ; 7: 17 ; 13: 8 等)[善良]

b. 獅子 (4: 7) [權力]

C. 馬 (6:2， 4， 6 ， 8) [傳遞]
d. 蛇/龍(12 汀， 9， 13 ， 17; 20:2) [惡勢力徹骨魔鬼]

e. 獸(1 3: 1, 3, 5)[惡勢力]
E 活物 (5 :6, 11 , 14 ; 6: 1, 3, 5, 7) [屬於天上的受造物]

4. 數字象徵 (arithmatical symbolism) 
以數字來指示自然界或超自然界事物的特性:

a. 七:完滿和全部

b. 六:七欠一，不完滿、不成全

C. 三分之一:局部、非全面

d. 三叉二分之一:七的一半，即部分

e. 十二:以色列子民(十二支派)或教會(十二宗徒)

五四:宇宙萬物，或四極，四界域(地、海、天、深淵)

g. 一千:大數字/大數目
h. 希伯來文和希臘丈字母之數量價值，如 666 '可晴喻當時羅

馬帝國的尼祿王:

1 '們 10p (50+6+200+50+200+60+100 = 666) 

5. 顏色象徵 (chromatic symbolism) 
a. 白色:超然、勝利、喜樂、純潔

b. 黑色:死亡
C. 青色:腐化、毀滅

d. 紅色:暴力

G 默示錄的文學特色
基本上， <默示錄〉是屬於默示錄體的文學作品，與其他猶太默



示文學，如巴路克先知書及達尼爾先知書等相同，可以說，是猶太文

學中一個由來已久的文學體裁。不過，讀者在一般的情況下 i 對「先
知書」或「就未錄」這兩種文學體裁下了一個互不交容的界線. (默

示錄〉或屬先知丈體或默示文體，其實，在{默示錄〉中可以同時找
到兩種不同的文體。例如二至三章中對七個教會的宣告，屬先知文

體。 4 關於世界窮盡時基督徒將會遇到的事情，如十九至二十二章，

則屬默示文體。此外. (默示錄〉中還可找到其他的文學特色，現簡

列如下:
1.千種年體裁

20: 1-6 預言了基督的光榮登極，信仰基督的人會跟基督為王一

千年。「一千年」只是一個象徵數字，不是基督為玉的有限時期。
作者旨在利用這「千禧年」來指出基督第二次來臨的景象:祂

將以光榮的君王形象降臨。

2. 電揮悴的caoiturist)

作者以重複性句子來強調他要點出的主題，例如「七」這個數

字:七印、七號角、七孟等，作者旨在說明迫害的不同面貌，

來描繪所指的同一宗教迫害。

3. 潰繹普世歷史(中世紀)

演繹歷史的文學特色在中世紀是一主流，在教會史中，這種丈

學特色，通過文藝復興期而達至高峰。在《默示錄〉中，讀者

可以分析並引伸到七個時期:

a. 1-3 章 宗徒時代

b.4刁章 殉道者時代，羅馬帝團是迫害者

c.8-11 章 教義時代，偉大師傅的出現

d. 12-14 章 貞支持代季扭教主義被觀作當時教會的

人，教會方誦出動 7 字1ft東在

e. 15-17 章 教會時代，在此時代，教會受到羅馬帝國

的迫害，巴比倫正是羅馬帝國的代號

正 18-19 章 反基督時代

g.20-22 章 千禧年時代，世界宇宙萬物的終結(人類

的未來)

4. 演繹末世(十七世紀)

作者用特別的詞彙來描述末世將要出現的景象。如「千禧王

國」、「與基督為王一千年」等。
a. 1-11 章 反基督者來臨前的情況

b. 12-20章 敘述反基督者暫時爵王的景象

4 參閱 D.E.Aune， ß.evelation 1-5, WBC 52 (Dallas: Word Books, 1997), lxxv司lxxvi.

? 



c.20-22 章 世界終結及教會的光榮凱旋

5. f::k較案對清繹 (COffiDarative religion interoretation) (十fL惜紀)
關於{默示錄〉受猶太丈學所影響，在書中作者採用了大量的

猶太文學材料，例如舊約中的典故，及有關先知的教訓，特別

是先知性的末世論 (ÈσxαTα) ，預示上主的日子。另外，猶太
主義中的二元相對，在《默示錄〉中也表露清楚，如太陽一一

月亮，男人一一女人。
至於用語方面， (默示錄〉用的屬希臘文化時代的希臘語

(Hellenistic Greek) ，泛指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地中海東南沿岸後，
各地區所習用的希臘語。

H. 默示錄的典故

〈默示錄洞開舊約大概有五百次，值得注意的，是 Westcott and 
Hort 第二冊附錄中，研究出〈默示錄}全書 404 節內，其中有 278

節與猶太古經有關。作者從來沒有將引句加上「正如經上記載... J 。

為了顯示教會對舊約的意義已有了新的解釋，因此，在治用舊約時，
往往有顯著的變吏，特別是從「復活的基督」這個角度看舊約的救恩

觀念。

〈默示錄〉所採用的象徵學，主要有兩個來源:

1.默示錄文學
2. 舊約聖經。
作者在引用舊約時，超過一半以上的章節來自聖詠及依撒意亞先

知書，其餘則有出谷紀、厄則克耳、亞加利亞和達尼爾先知書等，舉

例如下:

達 2:指默 1: j ; 4: 1 ; 22:6 
3: 14 默 1:4; 8:8; 11:17; 16:5 

詠 89:38 默 1:5a; 2:13; 3:14 
詠 89:28 默 1 :5b 

此外，還有一些是主題方面的顯著例子:

1. í靜默J. 先知丈學中， í靜默」是預告天主的顯現或她驚世的

平預。
默 8: 1 當羔羊開啟了第七個印的時候，天上盡量主了半小時。

匣 2: 17 凡有血肉的，在上主面前應噩噩!因為祂已由祂的聖

所起身。

黨 1 :7 在我主上主面前要矗鹽，因為上主的日子臨近了!

哈 2:2。但上主卻在自己的聖殿內，整個大地在祂面前都應噩

聲。

10 



2. r獅子怒吼J. 天主發出祂的諭令，準備吞噬祂的仇敵。

默 10:3 他(天使)大聲呼喊，有如迦主盔旦。

亞 1 :2 上主由熙雍一盔且，從耶路撒冷一出聲，牧場即淒

涼，加爾默爾山頂即乾枯。

亞 3:8 鑑圭血直了，誰不害怕?吾主上主發了言，誰能

不傳祂的話?

岳 4: 16 上主從熙雍盔且，從耶路撒冷發出自己的聲音，天

地為之震動;但上主卻是自己百姓的避難所，是以

色列子民的堡壘。
耶 25:30 上主從高處作組且，從抽的聖所發出她的聲音，對

自己的牧場厲聲怒號。

3. r聖殿、約櫃、焚香」的傳說

默 11: 19 天主在天上的聖盤敞開了，天主的盤盤也在抽的

聖塵中顯示出來了。

默的 :8 盤內充滿了盤。

加下 2:7-8 耶肋米亞知道了這事，就賣斥他們說:這地方不

可叫任何人知道;等到天主施行仁慈，再把百姓

集合起來的時候，天主才能指示這一些東西的所

在;在那時上主的榮耀和雲彩將再出現，像梅瑟

的時候，叉像撒羅滿為使聖盤受祝聖祈禱的時候

出現的一樣。(這是耶肋米E先知在一個山洞中

藏起了會幕、位置和翠查壇的傳說，暗示了末世 4

復興天主子民的時期己到)

4 r梅瑟之歌」

默的 :2-3 r我叉看見好像有個攪雜著火的玻璃海;那些戰

勝了獸和獸像及它名號數字的人，站在玻璃海
上，拿著天主的琴，歌唱天主的僕人梅瑟的歌曲

和羔羊的歌曲說: ，-上主，全能的天主!你的功

行偉大奇妙;萬民的君王!你的道路公平正直。」

從 15:2-3 之記述，那些戰勝了獸的人，站在玻

璃海邊，詠唱梅瑟之歌，間接道出了出 14-15 的

事蹟，指出羔羊子民的獲救，就是天主子民新的

和最後的「出谷」。

5. r女人」

11 



藉「女人」和「紅龍J (1 2: 1-17) , (默示錄〉的作者帶我們回
顧人類的開始，厄娃被違古的蛇哄騙(創 3) ，但是，如今藉另一個

女人，人類獲得了救恩，默 12 的「女人」是指聖母或教會?將會
在釋經部分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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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達尼爾
a. 達尼爾神視和希臘的迫害，成為教會受迫害的最佳寫照。

默 13 : 1-8 ; 12: 14 ; 17: 12 ; 20: 4 
達 7

默 13:15

達 3:5-7: 15 
默 12:4

達 8: 10 
b. 人子的神視 默 14: 14 

達 7: 13 
c. 公審判 默 20:4，. 12

達 7:10 ， 22

8. 厄則克耳

a. 天庭寶座的神視

b. 封密的小書

c. 開啟封印產生的四災難

d. 站在四極的天使

12 

默 4: 1-11 

則 1 ' 10 
默 5:1;10:10

貝IJ 2:9; 3:3 

默 6:8

則 14 : 21 ; [!!i 1 : 8-10 ; 
6: 13 

默 7: 1 



則 7:2

e. 天主之僕在額受印以避災難 默 7:3

則 9:4

E 由天上拋下來的火 默 8:5
則 10:2

g. 即時降臨的「禍哉」 默 8: 13 

則 7:5， 26
h. 淫婦 默 17

則 16 ' 23 
1.哀悼大城的毀滅 默 18

則 27-28

j. 飛，鳥被請赴天主的宴會 一 默 19: 17 

頁。 39: 17-20 
k.死者的復活 默 20:4

則 37

1.哥格和瑪哥格的侵略 默 20:7-10

則 38-39

m. 新耶路撒冷 默 21 :9-22:2 
員目 40-47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 (默示錄〉的作者以一句說話或一個

形象，就使人回到選民歷史的重要主題中，或重申先知們的教訓，

使舊約的訊，患重現當時的景況。在整部{默示錄〉中，作者分享

了猶太默示錄文學常用的默示形象 (apocalyptic imagery) 、神秘

(mystical)及末世(eschatological) 思想，以舊約的歷史，來反映當
時的危機5 。

1. 默示錄的作者
跟四福音有一點十分相異之處， <默示錄〉在開始與結束時，曾

三次自稱「若望J (1 :4' 9; 22:8)6 。而四部福音都沒有提名。作者後
來更詳細介紹自己的身份:耶穌基督的僕役，亞細亞教會的兄弟，一

位共患難者，一位在帕特摩島上受天主啟示的人(1 :9) 。此外，作者

也將自己比作先知 (1: 1, 2) : r祂(天主)就打發天使，告訴自己的僕

5 'Sw嗨，主且包垃隘里， c1vii i. 
6 若望，希臘文作，怕的問吉，希伯來文為 pm門‘或 pn ，' 0 猶太歷史家約瑟夫

(Josephus)會引用若望凡十七次之多(Niese's index 46) 。在新約中，至少出現過五個若
望:區加利亞之子(洗者若翰的希臘文寫法與若望一名完全相同，中文版聖經為了分

明，才用了不同的翻譯)、載伯德之子、西滿伯多祿之父、姓馬爾谷的若望，及大司

祭的一個親戚(宗 4:6) 。在眾多若望中，載伯德的兒子被認為是{默示錄}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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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望;若望便為天主的話和為耶穌基督作了見證。」作者也比作宗

徒 (1:9: 18:20:21:14) 。自公元二世紀開始，若望宗徒便被視為〈默

示錄〉﹒的作者。

主張〈默示錄〉的作者是若望宗徒的教父們有猶斯定 (Dialogue

with Trypho 81 .4 [P. cvii 叮)、依勒內 (Adv. Haer. 4.2 1.1 1f 、亞歷山大
利亞的克來孟、戴都良及奧利振等。而奧利振更毫不懷疑地斷定若望

福音與〈默示錄〉都是屬於載伯德的兒子若望的手筆(P. cxiii) 。
至於近代學者，其中不乏堅持古老的傳統，認為若望宗徒就是{默

示錄〉和若望福音的作者8 。另一組學者也主張若望宗徒是{默示錄〉
的作者，但否認他也是若望福音的作者，如 Reuss， Kiddle 等。但是，

大部分學者則認為〈默示錄〉非若望宗徒所作，更不是若望福音作者

之手筆，如 Boismard， Charles, Loi呵" Wickenhausen 及 Windisch 等。
自從亞歷山大利亞的迫奧尼削 (Dionysius of Alexandria 

248-265)9 ，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他本人不同意{默示錄}

的作者是載伯德的兒子，即若望宗徒，因為從風格和句子結構來看，

二者迴然不同(P. CXiV) 1O。
從《默示錄〉的風格、語句及結構來看，與若望福音大為不同。

〈默示錄}的作者若望，如果不是載伯德的見子，如迪奧尼削所說，
是一位不知名的亞細亞的造訪者若望 (ap. Eus. H-E. vii.25)' 這可從厄
弗所的兩塊紀念碑中找到根據。這兩塊石碑被認為是若望的墳墓，因

此除歐瑟比外;巴比E斯 (Papias) 也認為有兩個若望，他們同時是

主的兩個門徒。「兩個若望 J 說法引申自宗徒時代"當時據說出現過

兩個若望，其一居住在亞細亞，他是長老若望，而不是宗徒若望11 。

其中一個較為中間的研究，就是書中寫明若望的名字，一如其他

默示錄文學，是假借古人權威的做法。〈默示錄〉的作者可能是若望

的一位門徒，或若望傳統學派的其中一人，假若望之名寫了這部書。

但是，在還沒有確實〈默示錄〉的作者是哪一個若望之前，妄下判斷

是危險的。與此同時，誰是作者完全不影響本書的「正經性」

7 依納內稱若望福音及{默示錄}之作者為上主的門徒 (òMα6rjT白宮 KUpIOU， Domini 
discipulus (iii. 11. 1. 宜， iv .20.11) .他以門徒稱呼若望，並沒有排除他是宗徒的身份。
他在稱呼若望為門徒之後，立刻加上一句: “non solum Joannem, sed et alios 
apostolos. 此外，希玻理(P. cxiii)明顯地稱{默示錄}之作者為宗徒，戴都良也是一樣

(P. cix) .奧利振 σ'. cxiii) 也採取同樣的見解。

8 這組學者包括 Allo， Behm, Braun, Feui1l前， Gelin, Menoud, Michaelis, Mounce, Vaganay 

等。
9 參閱歇瑟比教會史 7.25 。
10 初期教會一些反對者以{默示錄}為一個假借別人名字而寫成的一本書。
II 在 H.E. iii.39 中有這兩句話z 廿日果《默示錄》的作者不是宗徒若望的話，便是長老

若望。 J (éυ8a Kαì ÈmoT于l口創 &ÇIOV ðìs KαTαpI8J.loÛVTIαÙTC;) TÒ 'IwáωOU ... ÈIKÒS 
yàp TÒV ðeúTEpoν[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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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icity) 和它的啟示價值。
究竟〈默示錄}的作者若望是否載伯德的見子?是否這位若望曾

經居住在亞細亞，後來流徙到帕特摩島?或這位居住於帕特摩島的若

望就是那位長老?這位長老，是否如巴比亞斯所說，不是宗徒若望?
這些都是假設。

綜言之，從整部〈默示錄〉的風格來看，對觀福音學者似乎孰意

於宗徒若望是〈默示錄〉的作者，教會傳統也贊同這個結論。但是，

我們仍不能確定宗徒壽命的長短，所以，我們有理由去懷疑作者的「宗

徒性」。傳統說法十分確定{默示錄}的作者是十二宗徒之一的若望，
近代學者多持開放態度。在還沒有確實證攘以前，我們還是保持學術

研究的開放。

J. 默示錄寫作時間
早期教會的傳統認為{默示錄}的成書期是杜覓慈 (Domitian)

在位的最後數年12 。另一意見則來自一些古代權威，認為《默示錄}

在克羅迫奧斯 (C1audius) 、尼祿或柴肋彥 (Trajan) 年代寫成的。
整體來看，從早期傳統的引伸， (默示錄〉很可能成書於杜覓慈

在位最後的數年，理由有二:

1.亞細亞教會的情況，如{默示錄〉二、三章中所述，應遲於尼

祿王死後的年代。自從保祿在厄弗所開始工作以後，信徒們的
內在生活經歷過許多變運，這時期可以推算到保祿自開始寫哥

羅森書及弟茂德前、後書的時期，當時正值培爾加摩教會開始

為主殉道，而現在眾教會也開始受到迫害，信徒們正準備受監

禁及以身殉道。

2. 關於亞細亞一帶， í君王崇拜J (emperor cu1t) 是對基督徒的一
種迫害，這情況應是杜覓慈時代才出現，不是尼祿或瓦斯帕斯

(Vespasian) 的年代(公元 69-79 年;尼祿 [58-64 年];杜覓慈
[81-96 年])。雖然在小亞細亞一帶對帝主的崇拜不單止在社覓慈

年代，但一點可以確定的，基督徒曾被強迫崇拜。另一點十分

明顯，就是《默示錄}寫成的時饒，正是教難時期。

無論從外證或內證，許多學者都支持〈默示錄〉是寫於杜覓慈的

年代(公元 81-96 年)。但是，在上兩個世紀，展多劍橋的著名學者不

約而同地推論《默示錄〉成書於尼祿在位到他去世時(公元 58-64

12 “ πTÒS Tc:? TÉÀEI Tíìs ÅO~ETI叫OÛ Ò:PxTlS" 根據迪奧尼削(Dionysius Barsalibi) ，希玻
律跟隨依勒內的意見， {默示錄〉是在社覓慈在位時寫成 (Gwynn， Hermathena, vii. 

u 參 Ho前，企且盟垃路里， 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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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綜言之， (默示錄}的寫作年代，可能是亞細亞教會面臨對於基

-督與凱撒之間作出技擇的時候。

在〈默示錄〉中作者旨在向讀者強調一個新耶路撒冷的來臨，這

新的聖城充滿天主的光榮，並且代替了舊的耶路撒冷。〈默示錄〉的
作者面對當時迫害教會的勢力，在前景不明的景況中，以{默示錄〉

來提醒讀者，真理將獲得永恆的勝利。

.從這個背景之下看《默示錄〉的寫作日期，書中提及有關羅馬與

帝國、巴比倫與獸等的內容，完全貼合尼祿統治羅馬晚期及以後的年
代。書中內容並不符合杜覓慈埋暫的恐怖統治時代。可以說， (默示

錄〉寫於尼祿晚期至杜覓慈初年期間。

K. 默示錄大綱
關於〈默示錄〉的大綱，學者當中沒有一致性的共識，因為從組

句、文法及用詞方面來看， (默示錄}是一部經年的作品，當中包括

「默示先知宣講 J (叩ocalyptic-prophetic proclamation) 、著作及反省
等，再加上搜自傳統的丈獻和口傅， (默示錄〉於是成書面世。

構成〈默示錄〉的骨幹，最明顯是「七」的系列。「七」在猶太

丈化中表示圓滿，作者在書中共用了五十四次，例如七個教會 (1 :徊，

11 , 20) ;寶座前的七神 (1: 4b) ;七個金燈臺(1 :12， 20; 2:1); 七星

(1 : 16, 20 ; 2: 1 ; 3: 1) ，七個燃燒的火炬 (4: 5) ，代表天主的七神(3: 1 ; 
4: 5 ; 5 :6) ;長有七角和七眼的羔羊 (5: 6) ;天主座前的七位天使

(8:2) ;七響雷霆(10:3-4);巨大紅龍的七個頭(12:3; 13:1; 17 汀， 7 ，

9) 。作者也用一些較為間接的比喻，來指出「七」的圓滿意義，例如

七個真福(l : 3 ; 14: 13 ; 16: 15 ; 19: 9 ; 20: 6 ; 22 汀， 10, 14) ，或者以
七層次的「四層組句J: I各支派、各異語、各民族、各邦國 J (5:9 ; 

7: 9 ; 10: 11 ; 11: 9 ; 13: 7 ; 14: 6 ; 17: 5) 。

作者用了四組的「七」去勾畫出全書的主要部分，例如七個宣講

(2:1-3:22);七印 (5:1-8:1); 七個號角 (8:2-11:18);和七孟 (15 :1 -16:21) 。
如果按照這個主題， (默示錄〉可分為六個部分:

1.七封書信(l至 3 章)

2. 七印 (4 至 7 章)

3. 七個號角 (8:2-11:14)

4. 七個異兆(1 1:15-14:20)

5. 七孟 (15 至 18 章)
6. 七個異兆 (19 至 22 章)
但是，這個區分法欠缺說服力。從內容來看，整部{默示錄〉可

分為兩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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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3 :22 復活的基督

2.4:1-22:9 一系列的神親或異兆所反映出天圓的旅程
1: 1-8 是序言， 22:10-21 是結語。明顯地， <默示錄}的兩大部分

並不對稱，這跟若望褔音中的神跡之書(1:19-12:50) 與光榮之書

(1 3:1-20:31)不一樣。

〈默示錄〉的第一部分集中於作者的神視，這神j視正是寫給七個

教會的書信內容 (1:9-3:22) 。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詳盡得多

(4: 1-22:9) ，其中可分為兩小部份:

1. 4:1-16:21 末世景象，以七印、七個號角、七孟來描繪
2.17:1-19:10; 21:9-22:9 有關天便的啟示

根據這個《默示錄〉的「二分法」現列出詳細大綱如下:

度畫上述
A.名稱:耶穌基督的啟示(1 :1-2)

B.真福 (1:3)
C. 致書的前題(l :4-5c)

D. 光榮頌 (1 :5d-6) 
E. 兩個先知的神論(1 :7-8)

作者若望的神冊1.1:9-3:22

A. r似人子的一位J (1 :9-20) 
B.向七個教會的宣講 (2:1-3:22)

1.致厄弗所教會書 (2: 1-7) 
2. 致斯米納教會書 (2:8-11)

3. 致培爾加摩教會書 (2:12-17) 

4. 致提雅提辣教會書 (2:18-29)

5. 致撒爾德教會書 (3:1-6)

6. 致非拉德非雅教會書 (3:7- l3)
7. 致勞狄刻雅教會書 (3:14-22)

天主末世計劃的揭示 4:1-22:9

A.作者若望的神魂超拔 (4:1-2a)

B.天主的主權，羔羊的授權，最初的六印 (4:2b-7:17)
1.天廷寶座的神視 (4:2b-5: 14) 

a. 對天主的朝拜 (4:2b-11)

b. 羔羊的授權 (5:1-14)

2. 羔羊打開最初的六印 (6:1-17)
a. 最初四印的神視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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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五印 (6:9-11)

c. 第六印的神視 (6:12-17)

3. 額上受印的十四萬四千 (7: 1-17) 
a. 被選受印的十四萬四千 (7:1-8)

b. 天廷寶座凱庭的神視 (7:9-17)

c. 七印輿六號角 (8:1-11:14)

1.第七印 (8:1)
2. 最初六個號角的神靚 (8:2-9:21)

a. 序言:第三個天廷的異象 (8:2-6)

i.七位天使的出現( 8:2) 
ii. 獻香的意義:天主聽到聖徒的祈禱 (8:3-5)

iii. 七位天使準備吹起他們的號角 (8:6)
b. 最初的四個號角 (8:7-12)

1.吹賽第一個號角 (8:7)

11. 吹賽第二個號角 (8:8-9)

iii.吹賽第三個號角 (8:10-11)

iv. 吹賽第四個號角 (8:12)

c. 最後的三個號角或三個禍哉 (8:13-9:21)

1.最後的三個號角就是三禍哉 (8:13)

ii.第五個號角，或第一禍哉;蟑蟲的肆虐 (9:1-12)

iii. 第六個號角，或第二、三禍哉:天使的殺害及馬隊

的殺害 (9:13-21)

3. 天使與小書 (10:1-11)

a. 男一位強而有力的天使(1O:1-3b)

1.強而有力的天使的描繪 (10:1-2a)

11. 強而有力的天使的行動(10:2b-3b)

b. 七個雷霆的段落 (10:3c-4)
c. 強而有力的天使的誓言 (10:5-7)

d. 吞小書:宣講預言的象徵 (10:8-11)

4. 聖殿與兩見證 (11:1-14)
a. 測量聖殿的命令 (11:1-2)

b. 兩見證的工作 (11:3-13)

1. 他們的使命和權柄 (11:3-6)

11. 兩見證的遭遇 (11:7-10)

lll. 兩見證最終的勝利 (11:11-17)

iv. 審判與悔改的最後景象 (11: 13) 
c. 第二及第三個禍哉 (11:14)
i.第二個禍哉的宣佈 (11: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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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三個禍哉立即來臨 (11:14b)
D. 七號角與七孟 (11:15-16:21)
1.七號角 (11:15-18)

2. 女人、男孩、大龍 (11:19-12:17)
a. 天主啟示的序幕 (11:19)

b. 戲劇性的序幕:女人與龍(12:1 -4a)

1.天上第一個大異兆:一個懷孕的女人 (12:1-2)

11. 天上第三個大異兆:一條大紅龍 (12:3-4a)
c. 衝突的第一階段:男孩的出生和逃難，女人的逃脫

(1 2:4b-6) 
1.龍的攻擊(12:4b)

ii. 女人誕下男孩(12:如-b)
iii.男孩逃離大龍 (12:5c)

iv. 女人逃離大龍 (12:6)
一.到曠野襄去 (12:6a)

二.到天主已準備的地方去(12:6的

三.在那襄受供養 (12:6c)

四.在那真共一千二百六十天 (12:6d)
d. 衝突的第二階段:大龍的失敗，牠對世界負面的影響

(1 2:7-12) 
i.天上的戰爭 (12:7-9)
11. 天上的意義(12:10-12 凱旋歌)

e. 衝突的第三階段:大龍追趕女人和她的後裔(12: 13-17) 
1.序言 (12: 13) 

ii.女人第二次的逃亡 (12: 14) 
iii. 蛇攻擊女人 (12:15-16)

iv. 大龍於是遷怒於女人的後裔(12:17)
3. 兩隻獸 (12:18-13:18)

a. 轉移陣地的序言:大龍站在海灘上 (12: 18) 

b. 海灘上來的第一隻獸(13:1-10)

i.神視的序幕: r我看見 J (13:1a) 
11. 神視的內容:一隻從海襄冒出來的獸 (13:1a)

iii.獸的描繪 (13:1b-2a)

lV. 大龍將權柄交給獸(13:2b)

v. 獸傷的治療 (13:3a)

vi. 世人對大龍和獸的反應 (13:3b-4)
vii. 獸的計劃 (13:5-10)

c. 男一獸從地襄冒出 (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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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視的序幕: '我看見 J (13: lla) 
11. 神視的內容:另γ獸從地襄升起 (13:11b)

iii.第二獸的描繪 q13:11c)

iv. 與第一獸的關1* (1 3:12ab) 
訊第二獸的計劃:樹第一獸的朝拜 (13:12c-17)

d. 總結及 '666 J 的出現 (13:18)

4. 末世救贖及審判的神視(14:1-20)

a. 末世救贖:羔羊與 144，000 (14:1-20) 
b. 三個天使言論的神視(14:6-12)

c. 真福的預言 (14:13)

d. 天使在世上收割的神視(14:14-20)

1.收割莊穆 (14: 14-16) 
ii，.收割葡萄 (14:17-20)

5. 七孟 (15:1-16:21)

a. 序言(15:1-4)

b. 七天使的委任 (1日-8)

c. 七個最後的瘟疫 (16:1-21)

i: 七孟天使的委任 (16:1'
11. 七孟天使執行使命(16:2-21)

一.第一位天便拿著第一個孟 (16:2)
二第二位天使拿著第二個孟 (16:3)

三第三位天使拿著第三個孟(16:4-7)

四.第四位天使拿著第四個孟 (16:8-9)

五.第五位天使拿著第五個孟 (16:10-11)

六.第六位天使拿著第六個孟(16:12-16)
七.第七位天使拿著第七個孟(16:17-21)

E 審判巴比倫的啟示 (17:1-19:10)

1.啟示的序言 (17:1-2)

2. 對巴比倫作隱喻性質的神視:淫婦 (17:3-18)

a. 有關淫婦的神視 (17:3-的)

i.天使叫作者若望神魂超拔 (17:3a)

ii.有關淫婦的神視 (17:3b-6b)

b. 神視的闡釋 (17:6c-18)

i. 闡釋的引言 (17:“~7)
11. 天使的闡釋(17:8-18)

一.獸的奧秘(17:8-17)
[二.插語:以水來比喻世間上的民族(17:15)]

三婦入的奧秘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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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比倫的滅亡 (18:1-24)

a. 天使的「咒罵歌J (18:1-3) 
b. 天上一個聲音的言論 (18:4-20)

1.講者: r另一個聲音」從天上說 (18:4a)

ii. 「出來的召喚 J (1 8:4b-8) 
iii. 三哀歌 (18:9-20)

一.地上各王與他們的哀歌 (18:9-10)

二.商人和他們的哀歌(18:11-17a)

三.船長、航海的人、船員等的哀歌 (18:17b-20)

c. 象徵巴比倫滅亡的神視 (18:21-24)

1.象徵行動:一位強而有力的天使將巨石投入海中

(1 8:21a) 
11. 最初的闡釋(18:2期

iii. 詳細的闡釋:巴比倫負面的遭遇(18:22-23b)

iv. 巴比倫過去的經濟能力:她的商人是地上的要人

(1 8:23c) 
v. 巴比倫對萬民的迷惑(18:23d)

V1.巴比倫曾殺書先知及聖徒 (18:24)

4. 天廷的凱歌 (19:1-8)

a. 讚歌與回應 (19:1-2)

1.讚歌的第一部分(19:1-2)

11. 讚歌的第二部分管(19:3)

111. 天廷的回應。9:4)
b. 邀請讀美及聖歌回應 (19:5-8)

i. 來自寶座的聲音(19:5)

ii. 讚美歌 (19:6-8)

5. 天使啟示的結論 (19:9-10)

F. 天主的勝利與反基督者的慘敗 (19:11-21:8)

1.天上的戰士與他的掠物 (19:11-21)

a. 天上戰士的描述 (19:1 卜 16)

b. 天上戰士打敗了獸和他的軍隊 (19:17-21)

2. 撒彈的最後失敗 (20: 1-10) 
a. 有關撒痺千年監禁的神視 (20: 1-3) 
b. 有關基督千年王國的神視 (20:4-6)

c. 有關撒彈的被釋放、失敗和懲罰 (20:7-10)

3. 有關對亡者審判的神祖 (20:11-15)

a. 寶座上的那位 (20:11)
b. 亡者的最後審判 (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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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秩序的過渡 (21: 1-8) 
a. 神視的總結 (21:1-2)

b. 寶座上傳出的聲音 (21:3-4)
C. 天主的言論，包括七「說明 J (21 :5-8) 

G 新耶路撒冷的神視 (21:9-22:9)

1.神視的引言 (21 :9-10b) 
2. 神視者到訪新耶路撒冷 (21:10c-22:5)

a. 神視的內容:新耶路撒冷 (21: 10c) 
b. 聖城的外觀描寫 (21:11-21)

c. 聖城的內觀描寫。1:22-22:5)
3. r過渡性」的結論 (22:6-9)

a. 天使的言論 (22:6)

b. 復活基督的言論 (22:7)

c. 若望和天使 (22:8-9)

結吾吾 22:10-21

A.結束段落 (22:10-20)
1.天使的忠告 (22:10-11)

2. 復活基督的言論 (22:12-13)

3. 真褔 (22:14-15)

4. 復活基督的自我證明 (22:16)

5. 生命之水的邀請 (22:1η

6. 耶穌對聆聽{默示錄}的人的警告 (22:18-19)
7. 耶穌為證實祂的啟示，許諾祂的「快來J (22:20a) 
8. 作者的回應 (22:20b)

B.本書的結語 (22:21)

L. 默示錄的神學
1.貫通默示錄全書的一個神學主題

〈默示錄〉並不是一部預言世界末日的書，而是在教難中，作者

以此書辨識淨化了的教會的時辰，換言之，教會縱然處於迫害中，但

因此而獲得淨化。

〈默示錄〉正是一部「智慧反省」的書，教會反省當時所碰到的

問題，明瞭自己的時辰，及與歷史的聽係。

這種智慧反省是{默示錄〉經過闡釋象徵之後，在團體的禮儀行

動中進行。究其實，全書都充滿著禮儀色彩，這禮儀不是外在的一種

表現，而是反映天上生命的一種預像(1:10) ，是感受到基督和聖神的

臨在 (22:6-21) 。
這神聖禮儀淨化教會，使教會認清自己的時辰和使命，以廣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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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觀來看當時的歷史。在這末世觀當中，教會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使

命，明白到本身受到基督的光照和淨化，及聖神的推動，使自己在各

種迫害中，獲得最後的勝利。

因此， (默示錄〉並非一部抽象神學理論的書，其首要中心是信

仰生活的實踐。

2. 主要神學主題

a. 天主

{默示錄〉除了用多個舊約稱號來稱述天主外，亦用了其他十個
新約的觀念。

i. r天主 J (ó 8e的)
這稱號共出現的次，含義與舊約中的「雅威」或「天主」相同，

在某些上下文 (context) 中各有特殊意義 (1:1 ， 9; 2:7; 3:14; 5:6, 
9, 10; 8:2, 4; 9:13 ; 11:16 等)
ii. r全能的上主天主J (KÚplO古 ó 8eós Ó 1TOVTOKpáTωp) 
此稱號類似舊約的「上主萬軍的天主J (列上 19:10， 14 ;耶 2:19

等) ，在〈默示錄}共出現 11 次(1 :8; 4:8; 11:17; 15:3; 16:7, 14 ; 
18:8 ; 19:6，的; 21:22 ; 22:56) 。此稱號表示「天主的能力 J' 推

翻一切障礙，特別在面對災難時，突顯天主的救恩行動。

iii. r聖者 J (ó åy lOs!ócnoS) 
此名詞除了形容天主(4:8 :“0) ，也用來形容基督 (3:7) 、天使

(14:10) 、信友 (8:3 ， 4; 11:18; 13:7, 10; 14:12 等)及耶路撒冷聖
城(1 1:2 ; 21:2 ， 10 等)。其含義是一般有關敬禮和倫理行為上的

「聖潔 J (sacrality) 。
ÖOIOS 只用了兩次，均直接指向天主 (15:4 ;而:5) ，且都是引述
舊約的說話(申 32:4 ;詠 145:17) ，意指一種無可比擬的正直。

iv. r公義 J (前悶悶S)
此詞語形容天主的個人 (16:5) ，她的行徑 (15:3) ，與祂的判斷

(16:7 ; 19:2) ，天主以自己的正義，重建在歷史中被破壞了的善

惡均勢。
v. r坐在寶座上的那位J (ó Kα8~J.levos 'mìπoû 8póvou) 
這稱號出現了共 11 次 (4:2， 3 ， 9 ， 10; 5:1 , 7, 13 ; 7:10，的; 19:4 ; 
20:11 ;男參閱 1:4) ，表示天主有統治萬物的權力。

Vl. 基督的「父J (ó 1TOTpÓS) 
「父」是基督向天主的一個比喻上的稱號 (1:6; 2:28 ; 3:5, 21 ; 
14:1) 。基督藉此名號而自稱為聖父之子，信徒藉基督與父產生

父親與于女的關係;基督在自己的「父前 (ÈVc..l1Tl OV TOÛπαTp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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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u). 承認馳的名字。 J (3:5) 他們的額上「刻著羔羊的名號和

祂父的名號 (TÒ 訕。"αTOUπαTp白的TOÛ) 0 J (14:1) 
vii. ，-我的天主 J (TOÛ eeoû J..Iou) 
出自基督口中的一個稱呼 (3:2 ， 12) ，表示基督與天主彼此闊的
真實和密切的關係。

viii. ，-我們的天主J (ò ee缸，叫ω)
基本上是盟約的說話 (12:10; 19:1 ， 6; 另參閱耶 31 :33) 。

在{默示錄}中趨向一個真實而密切的關係(21 :3) 。

ix. ，-永生者 J (ò Çwv) 
繼舊約的觀念，天主擁有生命的圓滿，超越人間一切時空的限

制(l: 18) 。

X. ，-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者 J (ò WV Kαì ò Ílv Kαi b 區PX句6V05)
參閱 1:4，8 ; 4:8 ; 11:17 : 16:5 。這名號清楚地暗示了舊約中天主
所啟示的名字「雅威」 們句口) (出 3:14 ; 6:2) 。天主的也永恆
的超越性中，推動了救恩的程式，使它在時間內發展，逐步戰

勝邪惡。最後，天主將與得救的團體永久建立自己的關係，這

一切將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實現。
b. 基督

1 :12個20所記述的神視，已是一個默示錄基督論，指出耶穌基督

的神學意義:死而復活，具有天主的一切屬性，祂臨在自己的淨配

新娘一一教會內，為她而生活，叉不斷用力推動她前進，並以自己

的說話來審判她，使這新娘從內在淨化過來(1-3) ，更幫助她認識

自己的時刻與惡勢力的關係。基督叉跟她一起征服惡勢力，使教會

成為自己結合為一的新娘 (4-21) 。

基督升天後，坐在天主的寶座，以自己的復活，在歷史過程中

滋養教會，特別在惡勢力的迫害下，繼續實現復活的勝利，關於這

特性， <罵b未錯〉的作者用了「羔羊J (αplÍIOV)這稱號。這羔羊是除

免世罪者(若 1:29， 36) ，是唯一能開啟天主救世計劃封印的羔羊，
開啟封印，即是給信徒解釋並實現計劃 (5: 1, 6-8) ，而羔羊自己是信

徒崇拜歌頌的對象 (5:9-14 等)。

現在就從〈默示錄〉對基督的 17 個稱號詳細剖釋{默示錄〉

的基督論。對於基督的稱號，一部分與其他新約書卷相同，男外有

些稱號惟{默示錄〉所特有。

1. 耶穌( '1ησ。;t，5)
此稱號顯示對「歷史中的耶穌」格外重視，在{默示錄〉中只

出現了五次 .(1:9， 9; 12:17; 14:12; 17:6; 19:10，的; 20:4; 22:16) 。

11. 耶穌基督( , Illooû5 Xp10TÓ5) 
此稱號泛指耶穌的默西直身份 (XplσTÓ5)。在《默示錄}中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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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基督 J (XpIOT缸， 11: 的; 12:10; 20:4 ， 6) 。其他雙詞並用
的章節包括 1:1 ， 2 ， 5; 22:21 0 另有些地方是指基督與天父一起擁

有王權 (11:15 ; 12:10) 。

111.主或王 (KÚpIOS-!戶∞IÀSÚ5)
一般來說，在〈默示鋒》中，作者以主或王稱呼基督，表示基

督攻打邪惡勢力時的無敵勇力。此外，這些名號有時帶著濃厚

的禮儀色彩 (22:20， 21) 。基督在〈默示錄〉中被稱為王 (11:8 ; 
14:13) , ，-主耶穌 J (22:20, 21) ; ，-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J (K坤105
kuplωV K叫戶ασIÀSÙ5 ßασl泣ωV [17:14; 19:16]) 。

lV. 羔羊(èxpVIOV) 
作者用出 12 與第二依撒意亞(依 52: 13-53)的主題，把基督描寫

成為逾越節的羔羊，祂被宰殺及讚揚(5:6， 12) ，登上了天主的寶
庫 (6汀， 16 ; 7夕，間， 11 ，的， 17 等)。這名號共出現了二十九次。

V. 相似人子者(坪。10V U'IÒV èxv6pWTTOU) 
這名號雖然與新約中基督的稱號相同(1 :13 ; 14:14) ，但在本書

中，作者似乎直接引述達尼爾的神視(達 7: 13) ，表示基督在受
到光榮後降來審判世界。因此，這個舊約的神秘形象被轉移到
基督身上。與這稱號有關的還有「坐在雲上的那位」

(0 闊的μSV05 'mì T~5 vs抖ÀTj5 [14:14， 16]) 。這都是達 7:13 的描
述。
V1.天主的聖言 (0 À衍05 TOÛ 6soû) 
這~給耶穌基督的獨特名號(19:13) ，表示祂的超越性和啟示者

的身份(若 1:1-3 ， 18) 。在〈默示錄〉中作者特別強調祂在救，恩史

結局的特殊地位和功能。

vii. 天主子 (0 U'IÓ5 6soû) 
基督以父的圖像啟示天主，祂自然成為父的子，因為祂與父一

脈相連 (2: 18) 。

Vlll. 真實者 (0 èxλTj6IVÓ5) 
形容基督的證言信實不偽 (3:7 ; 6:10; 19:11) 。

lX. 聖者 (0 &Y(05) 
中文翻譯看不出「聖者」的特別‘在希臘文用了冠詞 o(即英文
專有名詞的 The) ，指基督是屬於天主的和獨一無二的。

X. 生活者 (ò Çwv) 
這嘉也是用了專有名詞的冠詞。 (The) 來指明基督就是那位永

存者(1 :18) ，賦予人類永生的那位，因祂本身就是那「生活者」。

這個天主獨有的稱號，如今也用在死而復活的基督身上。

X1.元始和終末( ，-阿耳法」和「敷默加 J ; ~ èxpx向 Kαì TÒ TÊÀ05 

TG&丸。αKαì TÒ C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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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稱號有時是用來稱呼天主(1 :8 ; 21:6) ，用在基督身上，表
示祂藉復活的奧跡成了救恩史的開始和終結。人類的救恩史有

它的開始和終結，但從永恆的角度看， ，-元始和終未 J' 即「無

始無終」的天主本性。

Xll. 忠信而真實的見證 (ò IlÒ: P叩50 1TlOT的 Kαì Ò;ÀTjeIVÓ5) 
見 3:14 。男參閱 b l』dpTug bmσTÓ5 (1:5) ;πIOT此間i
的ηel白宮(1 9:11)。基督因為是天主和祂救世計劃的完滿可信和

永恆的見證'為此，她也被稱為「阿們」恰如E巾 [TheAmen，
3:14] ;另參 1 :7) 。

Xl11.地上萬王的元首 (0 Ò:PXωV TWV ßoσl入心VT于15 yTJ5) 
這稱呼表示基督在反對天主的一切勢力之上，享有無上權力，

這權力是「歷史性」的，故以「地上元首J (如σl入此而15 yTJ5) 
來稱呼 (1:5 ; 6:15 ; 17:2, 18; 18汀， 9;21:24)' 當地上萬物都

因基督被徹底改變的時候，顯示出基督的至尊性。

XIV. 猶大支派的獅子 (0 入心V 0 ÈK TÎJ5 4> 1卅5 ' loúõα) 
顯示基督是達味後裔默西亞的臨現(5:5 ; 3:7 [0 'ÉXωv 吋V KÀflV 
liou'IÕ] : 22:16 [h þ'lço K叫 TÒ yÉV05 liαtÚÕ]) ，這都是基督逾越

奧跡的實現(創 49:9 ;依 11:1 ， 10) 。
XV. 死者中的首生者 (0 TTPWTÓTOK05 TWV VEKpWV) 
基督的復活在夫主子女中，皆有時間上和性質上的優越地位

(1 :5) ，因祂的死亡復活，展示祂對宇宙生命的權能，因此祂可
以將永生踢給凡信祂的人。

xvi. 持有天主的七神者 (0 'ÉXωV Td hTdmEOμαTαTOÛ eEOÛ) 
表示基督能指派那些侍立天主台前的天使到各地方去侍奉

(3: 1 ; 4:5 ; 5:6) 。

xvii. 那顆明亮的晨星仰的TKp b 入αμπρGs bπpωiVÓ5) 
基督的新名號 (2:28 ; 22: 16) ，指復活的基督在末世的期待中，

一如明亮的晨星，在信徒，心中升起(伯後 1 :19) ，這名號也附
帶默西亞的特性(戶 24:17) 。

c. 聖神

聖神學不是教會初期的研究主流，因此， <默示錄〉對聖神的

觀念尚屬雛形，大致上， {默示錄〉的作者按舊約經書的暗示，把

聖神看成天主的一個特性，她是侍立在天主前的「七神 J (TcX eTTTcX 
πνEOμαTαTOÛ eeoû) 0 ，-七」在猶太丈化中是完滿的表示， ，-七神」
即天主能力的完滿表現(1 :4 ; 4:5) 。

聖神的實際表現，就是發自超越一切的天主的一股能力

(Õ山叩15 [authori肘，而不是外在的力量 [power]) 。因此，聖神能進
入時空的歷史境界，實踐天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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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示錄}中，聖神發揮著先知性的行動(1 :10; 17:3;21:10)' 
及復活的生命力(1 1:11) ，這種能力 (authority)是天主與人在歷史中

接觸的聖神。按〈默示錄〉作者的理解，她屬於基督 (3:1) ，被祂

派往地上去 (5:6) 。

被派往地上的「能力」是有位格的「聖神 J (吋 mEOμα) 。祂負
責給教會啟示真理(14:13) ，不停地向各教會說話 (2:7 ， 11 ， 17 ， 29 ; 

3:6, 13 , 22) ，熾燃新娘教會對主的愛，並在末世的期待中支持她
(22:6) 。

d. 新娘一一教會

啟示，就是天主揭示自己，這啟示在基督身上完滿地完成。基

督的啟示使命完成後，離世升天，但是，正如祂說過，天父將會派

遣聖神到門徒們中間(若 14:15-17; 25-26) 。這是一個救恩的行動，

由天主出發，經過基督，藉聖神再延續到教會。

作者認識並採用「教會J (SKKÀT]σlα)這名稱，意指一個可識別

和有地理規限的地方教會(local church) (2: 1 等) 0 14另一方面，作者
也提及「眾教會J (Ta~I 5" 'eKKÀT]O叮咚， 22:16) ，不過，語調稍嫌一般
化。但是，當作者提到在亞細亞的「七個教會 J (Tâl 5" 'ETITà 
ÈKKÀT]dlat宮， 1:4， 11 ， 20)時，以象徵整體的「七」晴喻了整個永恆的
教會，她超越了實際的時空範疇。

有關教會的獨特意念，可由作者所使用的幾個意像看出來:

1.七盞金燈薑 (TWV ETITa 入UXV1WV TWV XpuσWV) (1 :20; 2:1) 
作者利用禮儀用的燈畫，來比喻教會是一個禮儀行動的整體，

而基督則臨在禮儀當中。

11. 七個教會的天使 (avyeÀOl TWV ETITà EKK入E01WV) (1 :20) 
以天便的形象來象徵地上教會超越的一面。

iii. 有一個女人，身披太陽 (γu吶 πeplßeßÀT]戶VT] TÒV ~À10V) 
。 2:1 等)
「女人」在此處可解作聖母，也可比喻教會。如果喻之教會，
這襄表示天上和地上的教會同時要在迫害的痛苦中，將基督彰

顯出來。

lV. 耶路撒冷聖城 (T巾甘趴lV 吋vhjlω ， lepouoα卅μ)

耶路撒冷聖城 (21: 1 0)是舊約天主子民的宗教中心及朝聖地，作
者用此舊約觀念來隱喻教會即舊約天主子民的整個觀念，她是

在旅途中的子民(地上的耶路撒冷 [11 章] ，也是天圓的子民(天

上的耶路撒冷 [21 :1-22:5]) 。

趴在[基石]上刻著羔羊的十二位宗徒的十二個名字

14 教會是指累人共同合作的一個聚會(assemb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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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π ， [8EμEAIÔV]α\JTWV åwåEKαbv6μαTα TWV åφåEKα 
&πOOTÓÀωV TOÛ Ò:pVIOU) (21:14) 
「十二」在猶太文化中表示完滿，如十二支派、十二宗徒等，

此處象徵教會乃建基於宗徒。

Vl.新娘的 vb呻吟 (21 :2, 9 ; 22: 17) 

在舊約中，以民常比作天主的新娘，即天主以愛情與她訂立盟

約，終生不渝，教會以這不可分離的愛情，與基督永久結合。

《默示錄〉的教會論集中在「新娘」和「耶路撒冷聖城」的象

徵意義。教會是新娘，她與基督的愛不可滅之外 (2:4) ，還與日俱

增 (3:20) ，並且要征服一切內在的缺陷 (2 、 3 章)。

另一方面，她叉是「聖城耶路撒冷J '有社會性和組織性的層

面，聖城保衛了人民，教會也必須征服一切外面的敵人 (6-20 章)。
當教會完成了這兩個步驟後，才真正成為充滿愛意和被愛的

「新娘 J '一個聖潔而絲毫不沾染邪惡的「聖城」。

M. 特別神學主題

1.末世論 (eschatology)
(默示錄〉最明顯的主題，相信是末世論，這主題分佈書中各處。

作者強調時光流逝，不再遲延，一切災難和夫象變動都在催迫世界走

向最後的結局，現分四點加以簡述:

a. 救恩史的時限包括現在、過去和將來;這正好比天主的稱號:

「今在、音在、永在J (1 :4， 8) 。

b. 文章結構顯露出一個趨向終結的牽引力，每段的趨勢反映時光

流逝的快速: í因為時期已臨近了 J (0 yò: p Kα1ρ缸片yú5 ' 1:3 ; 
22:10)的。

c. 16:17-22:5 的引言告訴讀者那「偉大的日子 J (T~5 ~μ坤的 T于15
μEyáÀ1l5) (16:14) ，指整個歷史的終結已經來臨。在這末世的時

期，雖然天地出現可怕的大異象，但是，這正是天上君王勝利

的時刻，在這象徵性的結局中，邪惡 (πÓpVE)的化身，即地上

君王、二獸、撒彈、死亡和一切歷史上與天主敵對的人，要永

遠被戰勝，隨之而來是全面的更新，作者用了「新娘」的凱旋

和「天上耶路撒冷聖城」作象徵。

d. 年代的終結 (chronological end) 

15 按希臘文， r時期」有三個詞彙:

1) ópa : the hour '指定的時刻，如若望福音常提及的「時刻」、「時辰 J'

2) XPÓV05 :指時間的延續。
3) 問:'lp05 :預定安排的時刻，作者在的及 22:10 管用了間'IP05 意指預定的時刻已

臨近了，這時刻非人之所為，而是天主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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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年代終結之前，有部分天主子民被提早救贖 (anticípated

salvatíon) .這「先贖」有導向整體救贖的作用，這些人就是以

色列十二支派中額上蓋了印的十四萬四千人 (7: 1-8) .也是那些
和羔羊一起站在熙雍山上的十四萬四千人(14:1-5)' 那兩個見證

(1 1:1-13) .和那些與基督一起為王一千年的人 (20: 1-6) 。
不過，歷來部分基督徒對末世論都有不闊的見解，有時甚至錯

誤地詮釋，現分述歷代對〈默示錄〉末世論的解釋:

a. 本質宋世論 (qualítatíve eschatology) 
〈默示錄〉中所講論有關世界終結、逼切時期，基督再來、最

後審判、最後凱旋等，都是教會生活內所發生的事實，並不需

要一個真正的「年代次序關係J (chronologícal relatíon) .這些寓
意深畏的象徵，總括了教會在各時代的主要遭遇。

b. 相對年代末世論 (relatíve chronologícal eschatology) 
「基督再來 J (rrapo凹，lα) (近在咫尺) .是閃族語法 (semítísm)

一個表達形式，從未世的超越角度來看現世，不是指在時間上

基督迅速的第二次再來。讀者若從這個角度探究. ，-近在咫尺」

其實在強調基督復活後(時間上/歷史上的復活事件) .這超越的

末世事件已滲透現世的物質世界中，並逐漸將它轉化。

c. 嚴謹年代末世論 (stríctly chronologícal eschatology) 
按《默示錄〉的敘述，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當中確實講論一

個真實和有時間性的轉變，有開始也有結束，事件有先後次序，

直至到達最後一個結局，而這結局在逼近這個世界。

這三種末世觀可以綜合成為兩個幅度: ，-現在」與「將來 J' 這

一點可以從作者不斷變換動詞時態看出來。

〈默示錄〉的結構也顯露出一個時間的直線動向:

螺旋形的曲線是歷史的重複

一個階段轉向另一階段

直線表示歷史重複的方向:天國

從第一到最後的一個段落(16:17-22:5) ·作者將曾經列舉的不

同圖像和事件，來一個最後總結。書中的末世論一方面是超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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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temporal) ，另一方面，表示了年代的先後(從前一一現在 一

將來)的進度。究其實，這種文學和神學的表達方式，冒在說明末

世的幅度，自從耶穌降世以後，已進入「已經J (already)及「還未」
(not yet) 的境況。《默示錄〉末世論的主要訊息，一如書中 14:6 í永

恆的褔音J (EùayγÉÀtOVα'昀Vtov)一樣，是各時代信徒們的希望和鼓

勵，在這個善惡鬥爭的歷史進程中，羔羊和教會必獲得最後勝利

(6:2) 。

B. 歷史神學 (theology of history) 
〈默示錄〉的末世論不是脫離現實的一套學說，信徒的末世觀

必須紮根於具體歷史中。{默示錄〉的主要材料都是有關「那些必

須快要發生的事J (å 6ft YEvÉa8at Èv TáXEt ; 1:1 ; 4:1 ; 22:6) 。這些
事件大致可歸類如下:
l.暗喻作者當代的事實，如猶太之戰

2. 羅馬君王的崇拜

3. 教會、猶太教義、外教國家之間的衝突

4. 基督宗教得勝猶太教是來日征服羅馬的先兆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是指將來的事實，即教會的全部歷史的日

Gioacchino da Fiore, Nicolò di Lira) 。而自ret 則強調歷史當中的值常

性和各階段的演變。 Schlier 綜合而論， {默示錄〉指當代(同時間)

發生或將來的事實，他撇開個別的具體事實，而申明《默示錄〉只

給我們一個救恩史的大綱，要用信德的眼光衡量，再配合到個人的

歷史上，這個人歷史再投射到外面的事件上。

〈默示錄〉的作者確實將歷史與象徵揉合為一。換言之，以象

徵或圖像作方法，以史實作根據，書中採用的象徵手法將史實從祖

立的歷史具體地「抽象」出來，成為一個神學典範 (theological

paradigm) 。若這典範被安置在救恩史直線發展的軸心上，這「事實

典範」就是指向各時期的「將來」。由於這是「抽象」於歷史事實，

因此，它可以被引伸到各年代去，按年代發展而置前放後，構成了
一個「神學理喻」典範 (paradigms of theological intelligibility) ，應
用到個別的歷史事實。

〈默示錄}雖然有它的歷史根據，但是作者利用這些內容來作

他的神學模式，即神學理喻典範，這都是先於任何具體歷史事實而

存在。讀者需要將這些典範套入真體的歷史內容，而不是局限在象

徵或預言的層面半，這些讀者，就是每一個聆聽聖言的教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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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耶穌基督的啟示《默示錄} 1:1-20 
(七封書信的引言)

A. 結構及內容

從內容可分成三個部分:

1.序言 (Prologue) (1:1-3) 
本書以「啟示J )(或稱默示錄體)形式出現，作者的目的就是藉

著這種猶太文學形式，強調「那些必須快要發生的事J' 即在天

主救世計劃的光照下的人世間事，這些事「已經發生J' 而且「急
促發展」。另外，寫作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在禮儀中宣讀，這啟示

才能有效地到達每位信友的生活中。

在 1: 1 中， ä ÓÊl YEvso8al 'EV TáxEl (必須快要發生的事) ，這些事
是由天主，通過耶穌基督、天使及若望，傳達給讀者及聽泉。

這天主的啟示(預言) í天主的話及耶穌的見證J '正是七個「真

褔」的第一端。這啟示需要急於傳達，因為「時期己臨近了」

(0 yαPKαlp05' eyy\J5') (1:3) 。

2. 禮儀導言 (1:4-8)

此段文可分為兩小段

a.4-5a 致候詞
這開端的致候詞是天主的祝福，也是來自基督的聖神的祝

福。作者與讀者於此展開對話，同時，這也是七封書信的第

一個預吉。「七」在猶太文化中是「完滿」之意，除了本地
教會，這些書信也是寫給普世教會。

b.5b-8 
是有關天主本身的描述，同時亦是讚頌和感恩(1 :5b-6 [祝
福])。藉此機會，宣講者再向會泉說明清楚，這位基督就是

那位推動救恩史和消滅一切邪惡，並結束歷史的人物(1 :7) 。
累人經過片刻的反省後，贊同了宣讀者的話而同聲回答: í阿

們 J (1 :6) 。宣講者被提升到天主的大能當中，然後結束了導
2 
日。

3. í復活基督」的經驗 (1:9-20)

「復活基督」是〈默示錄}中第一個神視，這神視以寫信給七

個教會的指令開始和結束，與此同時，這七個小亞細亞的教會

也被指出所在的地方(厄弗所、斯米納、培爾加摩、提雅提辣、
撒爾德、非拉德非雅和勞狄刻雅)oÍ七」也象徵整個教會 (1:11) 。
「復活基督」的經驗以「神視」形式表現:

地點:帕特摩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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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主日(在禮儀中，信眾重新體驗復活的日子)

方式:個人的(若望與聖神接觸; 1 :9-1 0 '另參達 10: 1-4) 
神視內容:

a. 第一部分

基督以象徵形象出現，這形象源自典故 (1:12-16 ;另參達

10:5-6) 。基督臨在祈禱的教會中(七個金燈臺) ，祂是擁有權位

的默西亞(相似人子[達 7:1月) ;祂的衣飾晴示祂的司祭職(長

衣和金帶) ，祂具有天主的屬性(白髮) ，祂向教會發出深不可

抵的話語(雙刃的劍)。

b. 第二部分

基督掌握教會，向她保證永生(七顆星即七位教會的天使， 1:20 

提示教會有天上和地上的層面)，祂就是那位顯聖容的耶穌(面

容如太陽)。

綜言之，<默示錄〉的第一個神視「復活基督」揭開了《默示錄〉

的宗冒，祂是天人之間的唯一中保，將天主的訊息啟示給世界，作者

若望是其中一位僕人，替基督將這些訊息傳達開來，這訊息、也即是那

位「復活基督」的喜訊。

B. 注釋
1:1 整部《默示錄〉以耶穌基督的啟示 (απOKÓÀUTTOl S) 來作序

幕。這啟示不是從別的中介，而是「耶穌基督的 J ( , IησOU 
XplσTOÛ) (賓語形容詞 [objective adj.]或主語氣形容詞

[subjective adj.]) ，解作「關於j祂」或「由/屬於祂」。在教

父時代，一般取向主語形容詞，即「由/屬於」。基督是天

主與人的中保，她是那位被派遣者，將天主的訊息啟示給

世界16 0 í啟示」一詞本是希臘文化的用語，後成為了教會

初期的術語，這術語不是解作「預言」或「揭秘J '而是基

督在世界窮盡時的光榮顯現(羅 2:5; 8: 19 ;格前 1:7 ;得後

1:7 ;伯前 1:7 ， 13) OÍ那些必須儘畫畫主的事J' 這是默示錄
文學的特殊講法，表示天主救恩的完成已近在眉腫，這救
恩、是一次而永遠的，不可說固的。在基督信仰當中，基督

的逾越奧跡已開啟了救恩史的最後時期，這同時是「末世」

的真正意思。

1:2 作者若望很清楚的表示，他為天主的話和耶穌基督作了見

證'這見證正是他的立場，也是「快要發生的事」的見證。

在新約中， í見證J (lJapTUplα) 與先知訊息有密切關係。見

16 參達 2 : 28 : ä Ótl yEvÉo801 Èv TáXEI .天主是歷史的主宰，天主在歷史背後，通過她

的天使，將訊息、帶到人悶，藉此引申若望是其中一個僕人 (ÓOÚÀ0I 5)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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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者若望就是聽到天主的話或看到神視後，把訊，息傳遞，使

聽眾作出信仰的回應。

若望神學中，耶穌被視為最卓絕的天主的見證。教會由於

接受啟示，受聖神光照，也負起作證的使命。

「見證」一詞本來泛指一般的見證，但是在基督徒的詞彙

中，也指訓導的意思。如耶穌為天父作證直至死在十字架
上，同樣，基督徒的生活見證也須準備為信仰捨棄生命，即

殉道。

1 :3 這節是〈默示錄〉第一端「真褔」。這「真褔」包括三個行
為:誦讀、聆聽和遵行書中所記載的。「真褔 J (μαKápIOS") 

是人獲得喜樂的其中一個條件。換言之，任何人在禮儀中誦

讀、聆聽及遵行天主的話是有福和喜樂的。

舊約中的「有福 J (門~)只用在人身上，泛指生命的完滿及

所有與此有關的事，如妻兒、美貌、名譽、智慧、熱誠、信

賴天主、罪過的赦免、正義和最後的得救。新約中， μαkdplog

也用在天主身上(弟前 1:11 ; 6:15)' 更普遍的用法，是指人在
末世救恩中的喜樂。而在《默示錄〉中的七個「真褔 J' 正

表達出圓滿的喜樂實現在忠於信仰的人。現列舉如下:

1. 1:3 那誦讀，聽了預言，遵行書中所記載的

2.14:13 凡在主內死去的

3.16:15 那醒著並保持自己的衣服

4.19:9 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

5.20:6 於第一次復活有份的人
6.22:7 凡遵守本書預告的

7.22: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

由此可見，這些「有褔」的人，就是那些忠貞保持信仰的人。

「時期臨近」為許多人來說，是審判世界的意思，但是，在
聖經詮釋中， ，-因為時期已臨近了 J (0 KαipGs ydp WyiJS 
KσTIV [22:10]) 是指救恩史的末期，最後接近完滿的時期業已
開始。

希臘艾中有三個指「時間」的詞彙(另參注 15) : 
1. KpÓVOS" :指延續性的時間，或一段時間 (2:21 ; 6:11 ; 

10:6 ; 20:3) 
2. wpα: a. 指一天中的時刻 (3:3 ; 9:15) 

b. 一段很短的時間(17:12; 18:10, 17, 19) 
c. 某事件發生的時間 (3:10; 11:13 ; 14:7, 15) 

3. 問IpOS" : a. 不是指時間的長短，而是適合的時期、

機會(12: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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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指定的時期 (11:18)

C. 末世的時期 (0 闕:lpO宮，加上了冠詞
o [the] 1:3 ; 22:10)17 。這正是「時期臨近」

的意思。

1:4 r七個教會J ( TcX15 E1TTà ÈKKÀηÓ1015) 
導言中己說明， (默示錄}的作者一方面根據歷史，男一方

面指向普世。這七個教會，是歷史上七個亞細亞教會，以厄

弗所為中心，分佈於今日土耳其西部，默 2-3 論及這些教會

所說的話，必須都重地理歷史背景中明瞭。

「七」象徵了教會的整體。因此，作者所致書的訊，皂、也是指
向超越了時空的教會。

「恩寵與平安」也是保祿常用的祝福語，兩者加起來代表沒

有戰爭的意思。

「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者 J (0 WV Kαì " ~v Kαi 
b 句x句SV05) 是出 3:14 天主啟示祂名字的演譯。在猶太的希

臘主義時代稱「雅威」為「那位存在者J (0 wv) ， 在猶太釋
經 (Targum Yerushalmi) 稱為「那今在、昔在及將在者J 0 1:4 
一如 Targum 之稱號，但為了更表現出末世的意思，把「將

在者」改為「將來永在者J (0 ÈPXÓJ.lSV05)18 0 r將在者J 或「將
要來者」都是解作「天主將要進入人的歷史」之意。

「七神 J (TWVE 1TTà 甘VSUμαTωV) 指充滿活力之聖神( í七」
是圓滿之意)。此處似受依 11 :2 的影響。「上主的神，智慧和

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畏上主的神將住在他

內。」即所謂「聖神七恩」。不過，按照舊約的意思，這「七

神」也可解作「天主之神 J (創 1 : 2) 。舊約時代，聖三的道
理尚未形成， r聖神」的觀念在基督徒團體中才開始發展。

1:5 r忠實的見證者J (0 J.láPT峙， 0 1Tl OTÓ5)
舊約中， í見證者J 或「證人」都是默西亞的稱號(依 55:4) , 
特別在詠 89:38 把默西亞比喻作天上忠實的見證。

「死者中的首生者 J (0 1TpωTÓTOK05 TWV VSKpWV) 
按神學的解釋，默西亞是死者當中首先復活者，因為前叫且自

己的死亡復活，帶給人類永生。

「地上萬主的元首 J (0 äpXωVTCùV 戶ασ1入bvT于15 yT]5) 

17 12:14 的一段、兩段及半段時期，是默示錄式的「日期 J ' 1 +2+ 1/2=3 112 。
18 思高版將 ò ÈpxóμEV05 (主格單數陽怪現在時態[中間/被動]語態分詞; nom. sg. m. 

pr，的 mid/pass dep. pa此，另參按 3:1) 譯作「將來永在者 J' 只是強調默西亞的末世性。

ÈPXÓ~EV05 與 16:5 的 Èaó~EV05 (主格單數惕性將來分詞 nom. sg. m. fut. part.) 一樣，解
作「將來者」或「將要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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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萬王」一詞可能指當時的羅馬帝國，或巴勒斯坦當中

特定的地域。

由此可見，這三個名號: í見證者J (0 凶p叩古)、「首生者」

(0 叩ω吋TOKOS) 及「元首J (0 O: PXων) 皆指向基督的苦難

死亡(見證者， μÓpTUS) 、復活(首生者，叩ω吋TOKOS) 和受
舉揚(元首，O:PXωV) ， 這正是教會初期的基本信仰。

1:5b-6 í 並以自己的血解救我們脫離我們的罪過，使我們成為國

度，成為侍奉甜的天主和父的司祭的那位」

這是〈默示錄〉的救恩、論。「血」一字提醒讀者出的:6 (另參

看伯前 2:5 ， 9) ，天主以羔羊的血將以民從勞役中解救到福
地，成為一個受祝聖的民族，解脫了埃及人的束縛，能自由
地在聖殿中敬拜天主，成為司祭的民族。以這段出谷歷史的

「血」來看新約中的「那愛我們」的默西亞，就更清楚這「新

約的羔羊」的使命。「我們」即基督徒，是指那些分享基督

永生，並承認祂是主的人。

「阿們 J (如巾)是希伯來文 1 口煦的音譯，意即「肯定、贊

同」。這也是一個隆重的禮儀格式，會泉藉此表示:

1.承認和接受某誓言所包含的祝福和詛咒(申 27:15-26)

2. 接納某人的吉祥訊息(耶 28:6)

3. 參與光榮讚(詠 106:48)

1~~ 的基本意義是某人或物的穩定不變，信實無偽。"在
默 3:14 中，作者稱基督為 0 叩巾，表示耶穌基督是天主忠

信的見證和救世計劃的完成者，祂是天主愛世人的確證。

1:7 -í乘著雲彩降來J (ÉpX盯αIMTd Trhν 悅和入己的)
雲彩是天主顯現 (theophany) 的傳統表達(出 19:16 ;依

6:4 ;谷 9:7 ;宗 1 :9) ，此處如瑪 26:“一樣，受達 7:13 的影

響。〈默示錄}中這位「全能上主天主」的形象，與達 7:13

所述的有點類似，但不盡一樣。另外，也可參照臣 12:10 所

提及的「被瞻望」的那一位。
1:8 í 阿耳法 J (A) 和「敷默加J (則是希臘字母最首及最末的

兩個字母。解作「開始J 和「終結 J (21:6 ; 22:13) ，在依 41:4

也提及上主是開始和終結，即天主是永恆者。

在舊約中， í全能者 J (0παVTOKpαTωp) 指的是天主所創造

的天象或天使，是天主能力的表現。在希臘文化中，這也是

君玉的稱號。

1:9 作者若望對團體有三個重要態度: í共患難」、「同王權」、「同

19 希伯來文中，們也N 表示穩定、可靠、信實與忠信。與 1口N 同一字源。

35 



忍耐」。這都是末世角度中信友的境遇。

「患難 J' 教難就是參與十字架，幾時信友們參與了十字架，
就開始了末世鬥爭。

「王權 J' 與基督的統治權聯合，克勝死亡和一切惡勢力。

「忍耐 J .希臘文 urrOIlO咐，可解作「恆心」的意思，指在
考驗和誘惑中對主的忠信，這也是《默示錄〉一書的基本信

念。

「中自特摩島 J (nÓT口叩) :作者被流放到帕特摩島，因為他「為
天主的話，並為給耶穌作證。」此島位於愛琴海上其中一個
海島。 20

1: 10 í在神魂超拔中 J (ÈyEVÓ!lfJV Èv rrvsúμαTl) 
從希臘文的意思，切的EbmTl 是在聖神中，此處指感受聖神

後的狀況，並非一種屬於希臘文化占←術中的出神現象

(raptus ecstaticus) 。

「在一個主日上 J (sv TD KVplal有l hμ坪。)
在舊約中， í上主的日子 J (六們可己， ")指天主在歷史中的

特殊行動。充軍後，猶太人的文化漸帶末世意味。為基督徒

來說，末世時期已在基督降生後開始了， í主日」正是紀念

基督的逾越、凱旋和預告抽的再來 (παpouolα) 。初期教會

以一周的第一天(即主日，星期日)作為聚會、祈禱及學餅的

日子，以慶祝基督的復活和期待她的再來(宗 20:7 ;格前

11 :26 ; 16:2) 。

「號角 J (σáÀlTlγγ05)是天主顯現時的一個傳統表達(出
19:16) ，同時也帶有末世意味(索 1 :16 ;依 27:13 ;瑪 24:31 ; 

格前的:52 ;得前的6) 。猶太人新年 (Rosh Hashanah) 和贖

罪節的禮儀中都有吹號角的儀式，有期待默西亞和末世的意

味。

1: 11 明顯地，作者在聖神中所聽見的，不是為他個人的神益，而
是為教會。七個教會，是具體的標明當時的七個本地教會

外，還指向「七」所象徵的普世教會，他受命而書於紙上的，

是將聽到的訊，息作出見證與傳遞。作者將書於紙上的見證帶

到各教會，是為是教會可以在聚會中宣讀及抄寫。按照《默

示錄〉所提供的路線，作者若望先到厄弗所，然後北上斯米

20 派特摩島位於厄弗所西南約九十公里，南北長只有十五公里，東西闊約七至八公里，
也火山岩所形成，島上居民多以捕魚維生。海島由三個小島組成，此三小島叉形成
一個半圓形，向東方開放的月牙。自古以來，柏特摩島十分受教會重視，早已有一

座會院建築於此，稱為「神學家聖若望會院 J'屬東正教管理。見 Clement of Ale明ndria.

ouis dives Salvetur.; 42; Origen. In M且!h旦旦旦旦且 XVI. 6; Eusebius, Historia ecclesiasticl!. 
3.18 .1 -3; Tertullian. 12e Praescriotione haereticorur!l.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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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及培爾加摩，再由培爾加摩走向東南方到提雅提辣 4 撒爾

德、非拉德非雅與勞狄刻雅。
1:12 í七盞金燈薑J (eTTTò:加州的)

在七十賢士譯本，入UXVIα 就是猶太人傳統的內i 1:l口，即在

燈度上有七盞油燈 (ÀÚXVOI' n1i :J)，根據出 25:36ff '燈座
擺放在聖所內(參希 9:2) 。撒羅滿時代，聖殿內設置十座金

燈臺，五個在殿前的左面，五個放在右邊(列上 7(49 =LXX 

7:35 ;編下 4:7) 。按臣 4:2 '在先知的神視中，他看見一座純

金的燈畫，頂上有七盞燈。因此可見，作者沿用了三個傳統，

「七」的數字來自出谷紀及匣加利亞先知書，燈晝的排列則

來自列王紀上。

1: 13 í在燈臺當中有似人子的一位」按字面的意思，祂可能站在

第四燈臺後方，或在燈臺後自由行走(參 2: 1) 0 í 人子」
(已μolOV UFIGνàv6pWTTOU) ，毫無疑問，此節與 14:14 都是引

用達 7:凹的「人子J (肌肉 i::l:1) 0 í人子」一詞用於基督

身上，是表明祂是光榮的主，但同時叉是真人21 0 í 人子」
身穿長衣 (πOO~pT])22 ，佩金帶(束胸帶為穿長衣的人是為方
便行動)正是神聖的一種氣派。

1 :14 í祂的頭和頭髮皓白 J' 為使讀者的注意力漸漸集中在祂身

上，從服飾開始，作者繼續形容人子的面貌。皓白的頭髮

象徵年邁，將這形象放在人子身上的，還有備經啥諾客先

知書 46:1 。作者將這永恆的象徵(自髮)放在基督身上，是

為強調基督的死亡復活 (1:18 ; 2:8 ; 5:12 ; 22:13) 。不過，
「頭和頭髮皓白」也可解作年老力衰。事實上，基督是永

恆不變的，這襄宜解作祂的永恆和尊威(參肋 19:32 '接

16:31) ，這正是作者所看到的復活升天的基督。

1 :15 作者以「燒煉的光銅」來形容人子的腳，是表示腳的穩重
有力，跟達 2:33 ， 41 所引伸的相反。作者強調「烈客J '有

可能是表示光銅不但是最佳最亮的品質，並且還在燃燒。

「有如大水的響聲」可參考則的:2 '以色列的天主的聲音就

如大水(C':1i C' 口 恥戶:1) ，按猶太人的觀念，天主的
聲音可以是溫柔，亦可以是驚，駭的，而見乎情況而定。

21 Victorinus “ similem dicit post mo此em derictam, cum ascendisset in caelos." Irenaeus (iv. 
20. II): “sacerdotalem et gloriosum regui eius adventum." 這人子帶著司祭與君玉的形
態。

"'根據區 3:4 • Ò TTO的PTJ5 =們可怖口，這是大司祭的服飾，還有在則 9:2f， 11 及達 10:5
的細麻衣(0'可J) 0 r長衣」通常表示尊貴或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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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按閃族的思想，天上的星宿是在天主手襄(參約 38:31f; 依

42) ，如果天主停止支撐，星辰便會墜落。「七顆星」即所有
的星體。

「口中發出一把雙刃的利劍 J' 這形象在 19:15 再次出現，用
以形容「天主聖言」的力量，天主的說話非處於靜止狀態，

而是從口中不斷發出(羅馬短劍狀似舌頭) ，具有降服邪惡的

力量。舊約中也經常用上利劍的象徵來形容天主的話(依

11:4 ; 49:2 ;男新約中如弗 6:17 ;希 4:12) 。

「面容有如發光正烈的太陽 J '作者可能聯想到耶穌顯聖容

的景象，耶穌顯聖容時，正是彰顯祂復活升天後的光榮(瑪

17:2 '讀者要注意，谷的及路 9:29 沒有提及耶穌的容貌光

如太陽)。

1:17 入子將右手按在作者身上，這並不矛盾於祂右手也在同時執

著七星，因為，正如在本書導言中經常強調， <默示錄〉是

一部象徵的書，非為理性而作。天主的右手可以同時掌管宇

宙、教會及復活生命。另外，此節對天主形態之描寫，與耶

穌顯聖容的情況相似(參瑪 17: 1-8 '特別是 17:7 ;谷 9:2司8 ; 
路 9:28-36 '特別是的4) 。有關天主自我啟示的名字，在依

44:6; 48:12 可找到完全一樣的名字: r元始、終末」。這個末

世性的名字，明顯地，是指向基督。在下一節有更直接的闡

釋。

1:18 Ó Çwv 如翻譯為「生活者J' 比「生活的」更貼切。在舊約
中，天主通常被冠以「永生」來形容，如蘇 3:10: r永生的

天主(司門句俏)J 另參考詠 42:3 ; 84:3 ;歐 2:1 。此外，舊約
中有一個形容生活的天主的程式，參閱申 32:40 (我生活，至

於永遠) ，依 49:18 (我永遠生活) ，耶 5:2 (上主永在) ，達 12:7

(永生者)。在新約中， r永生者天主」更被廣泛地運用(瑪

16:16; 26:63 ;宗 14:15 ;羅 9:26 ;格後 3:3; 6:16; 得前 1:9 ; 
弟前 3:15; 4:10 ;希 3:12; 9:14 ; 10:31 ;伯前 1 :23) 。至於更

詳盡的描述，可參閱默 4:9f; 10:6 ; 15:7 。

根據若望神學，基督的生命與父息息相關(若 5:26: r就如父
是生命之源，照樣祂也便于成為生命之源。 J ) 

從舊約到新約，我們可以看出，天主在以色列子民和基督徒

的眼中，鮮明地是一位永生的天主，這位永生的天主正與死

亡相對，復活的基督雖然曾經死過，但是，由於祂是那位「生

活者J' 並與永生的父相通，死亡之門(詠 9:14; 107:18) 及

陰間之門(依 38:10 ;瑪 16:18 '男參閱約 38: 17) 不能勝過

祂，因為祂掌有死亡和陰府的鑰匙，意思是基督的權能制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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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邪惡的勢力(瑪 16:19 ;默 3:7; 9:1 ; 20:1) , (默示錄〉
的作者旨在道出持有死亡和陰府鑰匙的基督，拍的能力戰勝
了死亡(若 5:28) ，凡相信祂的人，即使死了，仍然活薯，凡
活著而相信基督的人，由於基督是那位「生活者J' 必永遠

不死(參若 6:25-26) 。

1 :19 r現今的、以及這些事以後要發生的事」是指當時教會所發

生的一切事件，此外，還包括世界的事情，這些事都是顯而

易見的，關於將來的啟示，雖然有些暗晦，但是，對於掌擅

永生的基督，則是確定不移(參瑪 28:18) 。

1:20 奧義 (μuσTf]pIOV) 是指一個象徵性神視的內在意思，例如達

2:47 '另參 17:7 有關「婦人」的奧義。
七顆星，是指七個教會的天使，可能是七個亞細亞教會的代

表，或是主教，不過亞細亞教會當時是否已設有聖統制，還

不確定，但是，如果暸解為教會的「治理者J' 則較為恰當，

拉 2:7 中「上主的使者J (內 1 門可可~"rJ) 可以引伸作一佐證。
〈默示錄〉用了「天使」一詞共 60 次(不包括與「教會」

一詞相連) , I天使」或「使者」被解作服務於天主或魔鬼
的「非人類受造物」。若拼在「七個教會」時，可解作教會

的服役者，與教會地位等同 (Beatus: ecclesias et angelos 
earum intellegas unum esse) 。如果教會的天使以星來形容，
而七個教會像七盞金燈臺，那教會與服役者同時是屬於光明

的，即天主的。

c.神學訊息
明顯地，從第一節即開宗明義說: I耶穌基督的啟示」。整部《默

示錄〉不是在說末日預言，而是耶穌基督的啟示，還有那些「必須

快要發生的事」及為天主的話與耶穌基督的見證者。耶穌基督的啟

示不是別的，而是「天主賜給抽的 J '說明啟示的最終源頭是天主

自己，這啟示由耶穌基督來完成，祂就是那被宰殺的羔羊 (5:6) 。

而這位羔羊是天主忠實的見證者(1 :5) ，這忠實的見證將祂帶到十

字架上，在此與天主為王，十字架上的忠實見證者，同時也是天主
完滿的啟示者。天主的啟示需要在禮儀慶典中重新寶路， I那些誦

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文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 J (1:3) 
從這襄開始，貫穿整部〈默示錄〉的，是一次叉一次的禮儀慶典，

在崇拜中，對象是坐在寶座上的羔羊，這崇拜實現了「真實J' 即

天主與宇宙的「真實 J' 因為在崇拜中，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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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牧職反省
有關「夫人合一 J '是儒家的世界觀。孔子心目中最高的宇宙境

界是大同， í天人合一」是達致大同的一度重要階段。按照〈中庸〉

「天」是「人意 J ( the will of people )。在孔子的思想領域中，始終
沒有神的觀念，他之所謂「天J (Heaven) 是人倫的最高境界，換言

之， í夭」不是神，而是「修身」的致境。從這理論可以看出，孔子

的倫理生活是一種「自救J' 而非「神的救贖J' 通過不斷的修身，自

我超越，最後到達「天J' 即人倫生活的最高層次，因而天人合一。

孔子認為，聖賢皆是「仁人 J ( humane human being) ，這些聖賢
經修身後，生活道德合乎「禮 J í ritual J '通過「道 J (way) 而過

著合乎人性的生活。「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J ( (中庸〉

25 : 1) 。

在孔子來看， í仁」是修身的最高標準，同時，亦是萬物根源。

內在的「仁J' 活于外在而合乎「禮J' 這就是一個「仁人」的生活。
可以說， í仁」是人的內在道德修維，而「禮」就是實踐「仁」的一

個與社會責任牽上關係的過程。由是觀之，聖賢不斷修身，以「天」

為依歸，這「天」原是形而上的一個有關「心 J ( heart and mind) 的
事實。
從聖賢們的修身成仁，清晰地看出一個神修旅程，由外在的「禮」

進入內在的「心 J' í克已i復禮為仁」是也。因此，一位儒家聖賢，
從現代術語形容，是能夠掌握並平衡外在和內在的「道J '最後「天

人合- J' 如果普世人類皆循此道而活， 則世界進入「大同」

( universal harmonization)。
如果要跟儒家對話，基督宗教可以從「天人合一」這一點出發，

縱然儒家的「天」是無神的，而基督信仰則是有神的觀念。但是，從

修身到宇宙和諧之境，也是基督徒的生活寫照和終向。因此，在「天

人合一」的基督身上，我們找到了「仁」之所以為「仁J ' í道」之所

以為「道J ' í禮」之所以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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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給七個教會的七封書信《默示錄) 2:1-3:22 
(七封書信的內容)

名義上，這是作者寫給七個教會的書信，實際上，是有關宋世審

判的言論，也是審判前的一個「悔改空間J (spatium paenitenti缸， space 
of repentence) ，特別是在 2:5 己指出這個「悔改空間 J : I所以你該回

想你是從那真跌下的，你該悔改，行先前所行的事;若你不悔改，我
就要臨於你，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從第二及三章的內容分析，只有一個主題:給七個教會的七封書

信。而這七封書信共有七個特點:

1.沒有致候詞
2. 沒有告別語

3. 收信人是天便，即主教

4. 以基督做寫信人，實際上是若望，但囡主之名。

5. 在每一個情況下，基督被等同於第一章神視中所出現的默西
亞的形象，如

a. 右手握著七顆星 (2:1 ; 1:20) 
b. 身為元始和終未 (2:8 ; 1:8) 
c. 持有雙刃利劍 (2:12; 1:16) 

d. 那位眼睛有如火焰，雙腳有如光銅的天主子。:18; 1:14-15) 
e. 持有天主的七神和七顆星 (3:1 ; 1:4，時， 20)

正掌有達味鑰匙 (3:7; 1:18) 

g. 那做「阿們」的 (3:14 ; 1:6) 
6. 宋世最後時刻的勝利

7. 七個亞細亞的城鎮， r七」顯然是象徵的數字，表示完滿之意。

A. 結構及內容

表面看，給七教會的信，其實是一個「大訊息」的七個小分段，

每一小段遵循一定的文學格式:

1.收信人: I你給...教會的天便寫... J 

2. 基督的自我介紹: r那...這樣說... J (比較「上主這樣說J ) 

3. 對個別教會的批判(積極與消極) : I我知道你的作為」
4. 特殊的勸導: I你該回想/不要↑自/你應當悔改... J 

5. 一般的勸導: I有耳朵的，應聽聖神向各教會說的話」

6. 應許宋世的賞報: I勝利的，我要把 ...J
值得注意的，在書信中，基督都以第一人稱講話，祂親自向自

己的教會說話，並且淨化及關心教會的內在生活。其實，這些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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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教會的訊息，有它普遍而恆久的價值，是向教會整體( í七」的

象擻)說的話。

另外，提及到教會的個別情況，也是普世性的，藉象徵性的名

字(如依則貝耳[J扭曲el] ，可能指的是尼苛勞黨人) ，可以影射到任

何時空，這就是基督對教會於各時代的淨化和勸導。

B. 注釋:第二章

2:1-7 給既弗所教會

2:1 í厄弗所J (È妒。OS) ， 位於小亞細亞 (Asia Min的西岸，是
亞細亞行省的都會。厄弗所的海港在地中海沿岸僅次於亞

歷山大利亞 (Alexarìdria) ，是天然的東西文化交匯點。羅馬

時代成了宗教混合主義 (religious synαetism) 的中心，包
括羅馬帝國的「君王崇拜」在內。公元 50-55 年間，保祿

曾在此處傳揚福音，並建立了教會，自此成了省內的基督

信仰中心(宗 19 : 10) 。公元 70 年後更成為東方基督信仰

的核心。在此節作者點出厄弗所教會情況的引子。

2:2-6 作者在此節提出八個重點:
1.作者知道厄弗所教會的主教的作為和勞苦 (2:2)

2. 主教的堅忍 (2:2， 3)
3. 不能容忍惡人 (2:2)

4. 查驗出那些自稱為宗徒而實非宗徒的人 (2:2)

5. 為7我的名字受了苦 (2:3)

6. 毫不厭倦 (2:3)

7. '!進iij之咕:5 ， 5)

8. 謠言f混苛勞黨人的行為 (2:6)

關於第四點 í 自稱為宗徒而實非宗徒的人 J (TOÙS 
λtyOVT閃電EαUTOÙS à TTOOT訕。US Kαì OÙK s'toìv) ，作者指

出，在早期教會中，出現了一些偽裝「先知」或「宗徒」
的流動宣講者(得前 5:20 '若一 4: 1) ，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

爵 (St. Ignatius of Antioch '大概卒於公元 110 年)也提到在

厄弗所的假宗徒(參 Ad Eohesioâ， 9:1) 。
關於尼苛勞黨人 (TWV NIKoÀaÍTwv'參默 2:14-15 ;宗 6:5) , 
意解「吞噬/征服」別人，即引導別人墮落，我們不大清

楚這派人的學說，大概是一些有「諾斯底主義J (Gnosticism) 

傾向和行為放蕩的人。

2:7 ，.生命樹的果實 J (~úÀouτíìs Çwr眩，按希臘文並沒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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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一詞，只是生命樹)。這襄暗示創 2:9 '人犯罪後被

逐出地堂，不能接近生命樹(創 3:22 ， 24) 。充軍後，猶

太主義期待默西亞的來臨，把選民領入伊甸樂園，例如

在猶太文學「聖祖肋未遺訓 J 18: 10-11 中曾道: ，-祂(默西

亞大司祭)要打開樂園的門，賞賜聖者由生命樹上取

食 ...J

2:8-11 蛤斯米納歡會

2:8 斯米納位於希臘本土，是一個海港，在厄弗所北面約 56公

里( 35 英哩) ，在古代被稱為「亞細亞的迷惑J' 本是一個

山城，忠於羅馬帝國的「君王崇拜 J '致力對抗迦太基

(Carthage) 和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因而獲稱為「忠信的

斯米納J (Smyma fidelis) ，並於第二世紀時建有羅馬的女神
廟。城內住有許多猶太僑民，同時亦是猶太裔基督徒的中

心，這些猶太僑民對基督徒時加迫害，聖頗里加保的殉道

由此可見原因 (St. Polyca巾， 70-156) 。

2:9 ，-撒彈的會眾 J (auvαγω吶。心 。αTωâ)
當時，基督徒自信是真正的「猶太人J' 真正的「以色列」

(羅 2:28-29 ;迦 3:29 ; 6:16) ，那些不接受基督為默西亞和
迫害教會的猶太人，反而不是亞巴郎的子女，實際上是撒

彈的子女(參若 8:44) ，他們不再是「上主的會眾 J (戶 16:3 ; 
在 LXX 戶 31:16 寫作沛的問yωYTI KUpIOU) ，而是「撒彈
的會泉J (∞vαyωYIH TotjσαTωâ) 。由此可見，當時在猶

太人與猶太基督徒之間一定存在不少衝突，特別是信仰上

的矛盾，基督徒不被猶太人所接受，而猶太基督徒反過來

說猶太人不是猶太人。

2: lO ，-遭受困難十天之久J ('ÉçeTE 6X'1ψlv hμepwv OÉKα) 
這是一個教難的預言，但為期甚短(在此處， ，-十天」是短

的象徵) ，這教難來自猶太人(魔鬼 [oláßoÀ05" aaTâv]) , 
作者可能暗示第二世紀猶太人燭動的教難(見 De Ma甸的

Sancti Polycarpi Epistula Circularis) 。

「生命的華冠 J (T切 σTÉ<þωOV i于15" çω~5") 
殉道有如競技場上的搏門，勝利者獲贈桂冠。

2:11 ，-第二次死亡 J (TOÛ 6aváTou TOÛ oeuTÉpou) 

最後和決定性的死亡，即人離世後整個人永恆的死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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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14 ; 21 :8) 。

2: 12-17 給培爾加鹽歡會

2:12 位於斯米納和厄弗所北面，城建於 300 公尺(約 1000 英呎)

山丘上，在宗教上可稱為偶像崇拜的先鋒，城中建有泉多
廟宇，而且更是亞細亞眾城中首先公認羅馬帝國的「君王

崇拜J' 廟宇中供奉奧古斯都和羅馬神廟，被〈默示錯〉的

作者稱為「撒彈的寶座J (2:13) ，域中還住了尼苛勞黨人。
培爾加摩是亞細亞地方中，崇拜 Askl叩ios 的首要地方23 。

2:14 巴郎的教訓(吋V ô1óaX向V BaÀa的)
所謂尼苛勞黨的異端，就是准許參與外教人的祭宴和淫

亂，在這一點上，被認為是與舊約巴郎先知的故事有關(戶

泣-25 ; 31:16) 。按猶太經師的詮釋，巴郎曾建議摩阿布王

巴拉克送一些摩阿布女子給以色列人，使他們離棄真信仰

而敬拜邪神及吃祭肉，基督徒也繼承這種思想，視巴郎為

燭動以色列子民不忠的人(猶 11; 伯後 2:15) 。

2:17 r 隱藏的瑪納 J (TOÛ IlávvαTOV KSKpvllμSVOV) 

「瑪納 J (1口[出 16:31的)是「隱藏」的。按出 16:32-34 (希

9:4 重提) ，在會幕中保留了少許「瑪納」以作紀念。其後

有新的有關傳說，在耶路撒冷被毀滅前(公元前 587 年) , 
耶肋米亞先知把約櫃和「瑪納」收藏在乃波山上一個秘密
地方(加下 2:4-8) ，後期的猶太主義指出這些「瑪納」將在

「上主的日子 J (以色列復興)再被尋回。因此， r隱藏的瑪

納」寓意著末世時期人們領受默西亞的恩賜，特別以此「天

糧」與外教人的祭肉對比。可以說，這「夫糧」暗示了聖

體聖事(參若 6:31-58) 。

「刻有名號的白石 J (吶。OV ÀSUK巾，問ì È rrì TlÌ v lJlÍÌ<j>ov 
OVOIlαKαIVOV ysypαIlIlSVOV) 

白石可指是普通的一塊石，但在此處帶有神秘的意味，只

有擁有的人才能看懂。不過，白石之真義不可而知，可能

指一種通行證。「名號」在閃族語系文化中代表「本性」和

23 參考 Philostra恥，主i企QQll鈕， iv. 34巾， AÓIαÈI5 TÒ TIÉpy郎。ν... ;UVE中口11珊，
Herodian, iv. 4. 8, hπE'IX。可 ÈI5 II. T[J宮， AÓIα5 XplÍooo9oI ßOUÀÓμEV05 9Epα甘E'IU5
TOÛ 'AOKÀTJTT'IOU, Mart. ix. 1 ,“'Aesculapius Perga- mensis deus," Asklepios (AOKÀTJTTI的)
是希臘的「藥神 J' 他通曉一切藥理，能起死回生，因此遭到 Ze泌的嫉妒，把他置諸

死地。後來命運之神把他復活過來，重新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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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J' 一個新名號指的是一個新事實，指末世救恩的新

事實。

2:18-29 給揖雅捍聽教會

2:18 提雅提辣，由培爾加摩到撒爾德路上的一個小城，曾是馬
其頓的軍事據點之一。位於培爾加摩東南約 64 公里 (40

英哩) ，在整個培城中，沒有奉行羅馬帝國的「君王崇拜 J'

教會屬於小團體。

2:20 í依則貝耳J ( 'IEÇá~E^) 
典故是舊約中以色列王阿哈布之妻，她曾企圖在北圖傳攝

邪神巴耳的敬禮(列上 16:31 ;列下 9:22) 。這個象徵的名

字，可能暗示尼苛勞黨的異端者，因此，提雅提辣教會也

是處於異端主義者當中，因為他們容許依則貝耳人(尼苛

勞黨人) ，為他們帶來更大的罪過。

2:24 í撒彈奧義 J (TCX 戶αeÉO TOÛσαTανâ) 
這稱號是對諾斯底派信念的譴責，他們主要的教義，就是

應該為受過入門儀式者，將賦予特殊高超的宗教智慧，因

此才可獲救。他們的教義，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及撒彈的

奧義中。簡言之，單憑知識就可以獲得救恩。

2:27 í 祂將用鐵杖管轄他們，有如打碎瓦器 J (Kαiπ01凹的

αÙTOÙS 'EV þá~&y OIÔTjP布 Ehg TdσKEOTlTd KEPEXl』 lkd
σUVTpl~ETα1) 
此處是引述詠 2:8-9 有關默西亞的話語(另參看 12:5 ; 

19:15) ，現引伸到基督徒身上，因為他們分享基督的王權

(1 :9) 。

「鐵杖」此處解作「牧人的杖J (創 49:10) ，此杖除了牧放

及矯正羊群外，也是保衛羊群的武器。

「瓦器」指那些外邦人的地域，以色列子民的牧人(天主)
的出現，外邦人就像瓦器一樣，受震盪而破裂。但是，凡

信靠上主的人，因著基督的關係，成為天父的子女，基督

的權力將統取普世(瑪 25:21 ， 28 ;格前 6:2 ;默 20:4; 21 :5) 。

當然，世界的更新需要放棄舊的生活，外邦人若要悔改，

要將「舊我」如瓦器之被打碎，讓基督的手重建一切。

2:28 í我還要賜給他那顆晨星J (Kαì Ô出σω 的T~ Tω 的Tkm

TOV πpωiv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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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星」象徵默西亞(戶 24:17) ，也表示「首先復活者J'
或直指基督泊。如果教會是燈臺 (ÀUXV'1α) ，她們的天使(主

教)是「星 J (白σTÉpES-) ，教會的首領基督就是的吋p

b 叩ωivós- (最燦爛的晨星) ，帶向日出的晨星(伯後 1: 19) , 
這亦是基督徒與基督的關係。

c. 注釋:第三章
3:1-6 給撒爾德教會

3: 1 位於提雅提辣東南約 50 公里 (30 英哩) ，曾是里狄雅

(Lydia)古國之首府，在羅馬時代是一商城。公元 17 年曾經

遭遇一次大地震，不過，在提屁留 (Tiberius) 重建下2人迅
速復興。撒爾德以出產毛織品及漂染出名，教會一直維持

到 14 世紀。

3:4 r沒有站污自己的衣服，他們必要穿上白衣，與我同行，

因為他們當得起。 J (OÙK Èμ仙UVαV Td hdTIααbTC凶， K叫
πEPlπαT~OOUOlVμE手句Ob kv 入EUKOl宮， ÖTl Ö:~IÓl Èl OlV.) 
「衣服J (1間Tlα)的外在意象表示人內在的事實， r站污衣

服」即是做了相反人內在事實的行為。「穿上」是一主動的
信仰行為。白衣的「白 J (入EUKÔlS-)正是被淨化過來，參與
基督復活的意思。這意象多次在〈骯示錄〉出現 (3:18; 4:4; 
6:11 ; 7夕，日， 14; 22:14) 。在迫害的日子裹，他們仍保持信

仰(穿上白衣) ，作者無疑指出在撒爾德地方存在著對教會

的污染。

3:5 r生命冊J (而1S- ß'l戶λOU 1ÍÌS- çω~S-) 
這是聖經中常用的意象(出 32:32-33 ;詠 69:28-29 ;達

12:1 ;斐 4:3) ，所有被選者在天上的登記名冊 (13:8; 17:8 ; 

20:12, 15 ; 21:27) 。

「生命」指的是在天主內成義的人，這部生命冊就在基督

手襄 (13:8 ; 21:27) 。在撒爾德教會中沒有拾污自己衣服的
名字，正是表達出信徒在苦難之後，堅持自己的信仰，而

24 Beatus: “ id e剖， Dominum Jesum Christum quem numquam suscepit vesper, sed lux 
sempitema est, et ipse super in luce est." (這是那黑暗永不能戰勝祂的永恆之光，祂居
住在光中，但叉是超越光。)另外， Bede: 基督是那顆軀除世界黑暗的晨星，祂許諾

及開啟神聖生命之永光 (Christus est stella matutina qui nocte saesuli transacta lucem 
vitae 回nctis promittit et pandet aetemam) 。比較之下.Bede的詮釋最為貼合22:16 的
意思:“勾心的叭.... ó áa吋p Ó ÀOJ.lTTpÒS Ó 叩ωIV缸.. (我是那顆明亮的晨星)。

25 提鹿留是羅馬帝國第二位皇帝，公元 14 年-37 年，在位凡 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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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永久的天主之城中，即生命冊中。

「承認他的名字J (句。入的中。ωTÒ OVOJ.lαα的心)暗示瑪
10:32 及路口:8 。在此處，作者每次肯定所有征服罪惡的誘

惑或迫害的人，名字不止被登記在生命冊上，在天主及眾

天便面前也被承認。

3:7-13 給非村標非雅教會

3:7 <Þ lÀcxcSe峙的α 解作「友愛之城J' 位於撒爾德東甫的一座小
城，公元前二世紀，由培爾加摩王阿大盧氏三世 (Attalus 11) 

非拉德浮氏 (Philadelphos) 所建。公元 17 年，於大地震後
由羅馬皇提庇留重建。由於位置處於葡萄區，所以極之重

視對酒神狄奧尼削 (Dionysus) 的崇拜。聖依納爵曾致書此

城之信友(參 Ad Philadelphenses, 3:5, 10) 。
「連味鑰匙 J (吋V KÀe~lv 1::.αUEl cS) 

此稱號出自依 22:22 (另參默 22:16) ，帶有默西亞意味"即
基督領有全權，而且祂的定案是無可上訴的。這達味鑰匙

的引述，再次提醒讀者有關先知悠久以來的願望，在基督

身上滿全了瑪 16:19 中的天圓的鑰匙(cS出σωσOI Tdg 

KÀe~lcS閃而15 御。1 Àe'l的 TWV oùpcxvwv) 。但是， í開與關」
的權柄仍是在基督手上(瑪 25:10f)。

3:12 í新耶路撒冷J (而15 KαlV帖， lepouacxÀ1ÍJ.l) 
這預告有關耶路撒冷的重建，但是，這「新J (KCX1 vTt5)不是

指物質上的(依 51:1-3 ; 65:時-25) ，乃是指天上的、永恆的

國度。為基督徒來說，地上的耶路撒冷不再是盟約之地，

所有基督徒都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的于民(默 21 ;迦

4:26) ，這新的耶路撒冷，是「天主之城J' 只有屬於她的公

民才可進入，所謂公民，指的是所有信仰天主的人。

「天主的名號...新耶路撒冷的名號...我的新名號」

(TÒ 訕。μαTOÛ 6eoûμoυK叫 TÒ OVOμα... 'T于15
kα lV~5 ' lepouaα卅μ...Kαì TÒ OVOμdT6KαlVω) 
把名字寫在信友身上表示他們全屬於天主。在這座天主的

殿字中，每一條支柱都刻上「天主之名」、「新耶路撒冷之

名」及「新基督之名 J' 因為殿字的支撐主要來自每一條支

柱，因此，永恆的天主殿宇需要永恆的支柱。

「夫主之名」是舊約中司祭向每'一位以民的祝福(戶

6:27) 。至於「新耶路撒冷之名 J' 指舊的已成過去，新的天
主之城由基督所建立，即教會，每一位基督徒都享有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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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城的公民權。「新基督之名」指的是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

的完滿光榮。勝利凱麗的基督與基督徒將接受新的名字並

活在新光之中2人

3:14-22給勢狄刻雅教會

3:17 勞狄刻雅教會的外在因素及條件，是她驕傲的原因。在小

亞細亞眾城中，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問題在於這個教

會只以外在的豐富物質引以為傲，帶進信仰的靈性生活

當中，自恃所有的財富來自個人的能力(另參歐12:8 ; [fff 
11:5 ;格前4:8) 。如果目光只注視外在的富足，而忽略了靈

性的需要，就成為「不幸的，可憐的，貧窮的，聽眼的，

赤身裸體的。」

3:21 r坐在父的寶座上 J (Kαì èKáel閃閃Td TobmTbogμou kν 
T~ epóv叩 αÙTOÛ)
這節是瑪 19:28 的許諾的伸延(人子坐在自己光榮的寶座

上時，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這「寶座」放在 3:20 的兩次「坐席」之後，從天國的角度

看「寶座」不難瞭解這是指「威嚴」與「正義」的寶座。

這寶座不單止為基督，那些因基督而戰勝魔鬼及迫害的

人，都可跟她分享這個寶座，簡言之，這同一寶座，也就

是基督的光榮與凱旋。

D. 神學訊息、
作者以代言人的身份，道出基督親自向教會發出悔改的訊息，要

把教會淨化，好在自己的時刻內，作出相應的行動。天主的訊息是為
整個教會，超越時空的限制，可分為六點:

1.收信人

基督的資訊清楚指明所有收信人的地點: r你給厄弗所、斯米

納、培爾加摩、提雅提辣、撒爾德、非拉德非雅、勞狄刻雅教

會的天使寫 ...J (2:1 , 8, 12, 18; 3汀， 7, 14) 0 í天使J' 除解作主
教外，也指教會的超越層面，即地上和天上的教會整體，不受

時空限制。

2. 基督的自我介紹

'6 這句與其中一位猶太經師 Baba Bathra 的著作異常吻合(參 Baba Bathra f. 75力“tres

appellari nornine Dei, i凶t帥， Messiarn, et Hierosolyrna" (便呼號天主其他三個名字，即
「正護者 J [依 43:7] 、「默西亞 J [耶 23:6]和「耶路撒冷J [則 4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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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元始和終末，死而復生者 (2:8) 。

b. 天主子，眼睛有如火焰者 (2: 1的。

c. í阿們 J '講出真理和為真理作證者，創造的根源 (3:14 ;另

見 2汀， 12 ; 3: 1, 7) 。基督以天主的身份說話，因為任何稱號都未
能完全把祂的特性表達出來。最重要的，是祂在逾越奧跡中的

身份。

3. 基督批判教會

耶穌基督是「是 J (à向ν) ，是天主向我們的「是 J '也是我們向
天主的「是」。祂銳利如火焰的眼光透徹教會的一切。

a. 盡詛道你的作為:你的勞苦和你的堅忍;也知道你不能容忍

惡人...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而毫不厭倦。可是，我有反

對你的一條，就是你拋棄了你起初的愛 (2:2-4) 。
b. 盡起這你的作為:你的愛德、信德、服務和堅忍，也知道你

末後的作為比先前的更多 (2: 19) 。

c. 益主旦道你的作為:也知道你有生活的名，其實你是死的

(3:1) 。

d. 盡姐道你的作為:你不冷也不熱;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但是

你既是溫的，也不冷也不熱，我必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說:我是富有的，我發了財，什麼也不缺少;殊不知，你

是不幸的，可憐的，貧窮的，瞎眼的，赤身裸體的 (3:15-17 ; 

另見 2:13-15 ; 20-21 ; 3:8) 。

基督的批判是客觀的，祂不忽略隱藏的美善，隱秘的忠誠，恆

心的毅力，成長的努力等。就是因為基督深切地愛教會，因此

不能容忍她滯留於軟弱中，並妥協罪惡，她也不能容忍虛幻的

自滿，或不夠水平的愛德。

4. 基督的勸導

即是悔改的邀請，教會在不同的時刻都要不斷悔改更新。

a. 你該回想，你是從那襄跌下的，你該悔改，行先前所行的善

事，若你不悔改，我就要臨於你，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2:5) 。

b. 不要↑白你要受的苦...你應當忠信至死 (2:10) 。

c. 你們應該堅持已有的，直到我來 (2:25) 。

d. 你該警醒，堅固其餘將要死的人...你應回想當初你是怎樣

接受了，是怎樣聽了天主的道:你該遵守，叉該悔改 (3:2-3) 。

e. 凡我所疼愛的人，我要譴責他，管教他;所以你應當發奮熱

心，痛悔改過!看，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而

給我開門，我要進到他那宴，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

席 (3:19-20 ;另參 2:16 ; 22-24 ; 3:3 ， 10，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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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督的應許

基督要求的悔改，實為了教會的利益。

a. 蹉扭曲，我要把天主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實，賜給他吃 (2:7) 。

b. 鹽到趟，我要賜給他隱藏的「瑪納 J '也要賜給他一塊刻有

新名號的白石，除領受的人外，誰也不認得這名號 (2:17) 。

C. 盤到盤，並且到最末堅守我事業的人...我要賜給他那顆

晨星。:詣， 28) 。

d. 監到盤，我要賜他同我坐在我的寶座上，就如我得勝的，向

我的父坐在她的寶座上一樣 (3:21 ;另參 2:11 ; 3:5 ， 12) 。
基督的應許植根於現在，而指向未世的將來。悔改淨化後，我

們參與祂的光榮和聖三的生活。

6. 聆聽聖神
在悔改的過程中，與基督的應許並行的，是「有耳朵的，應聽

聖神向各教會說的話J (3:22) 0 r各教會」就是指聆聽的信友團

體。悔改的效果，就是明白自己生活中的「時代徵兆J (參閱梵

二現代 4) 。如此，(默示錄〉所提出的悔改過程到達高峰和完緝。
其中基督是主動者，抽親自說話，使我們更明白處境，祂批判，

並以勸導激發信眾，以應許鼓勵我們，使我們直接感受聖神的

動力。

E. 牧職反省
悔改的需要，在這個充斥仇恨、報復和戰爭的時代，雖然常被忽

視和鄙視，但是，仍然是達至「大同」的不二途徑。

亞西西的方濟以貧窮的生活方向和實踐，作為更新悔改的模式。

因為，基督本是貧窮的(瑪 16:24 ， 25 ;路 14:25 ， 26) ，基督一輩子活

在貧窮中(瑪 8:20 ，路的8) 。如果基督的生命是實際貧窮的，貧窮

就不只是修德滿全的方法，而是滿全的基本態度。

從方濟的角度，一個貧窮的生活是以「遠離控制」開始，如果人

類依戀控制世界，這是一個自我中心的表現， r 自我中心」正是反對

天主的一個明知故意的行為。與「貧」字相近的「貪 J' 就是擁有超

過我們所需要的，這「貪」正是對世界的不公義。

為了肯似基督，方濟放棄一切對世界的控制權，在最貧窮的人群

中，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正如基督降生成為有血有肉的奧跡對我們的

啟示。從另一角度來看，方濟對宇宙萬物的尊重，確實是現世最缺乏

的環保神修。

方濟首先在內心與一切修和，從親吻最令他作嘔的痲瘋病人開
始，直到面對那些口謂心違的兄弟對他的漠視，方濟以完滿的喜樂來

看待和接待。換言之，方濟的內心，先培育一份內在環保神修，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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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諸於外，擁抱(而不是控制)整個世界，使自己成為宇宙萬物的朋

友，也使萬物成為他的朋友，在天主的懷抱中「天人合一」。他的「內
在環保J (inner幽ecology) 外展到宇宙每一角落，成為「外在環保」

(outer-ecology) ，天主與萬物，在各自的懷抱中，共融為一。
方濟看透:如果一個自願貧窮的人把絕擁有任何人物事物，對人

與事的焦慮(恐懼失去的焦慮)就無處入手去干擾我們內心的平安及
外在的和諧關係。當一切仇人都被我們修和後，我們才有能力跟隨方

濟稱太陽為兄弟、月亮為姊妹。最後， í死亡」就是一位友善的「姊
妹J' 把我們接到主懷當中。

由此可見，悔改皈依的修身善功，一切都從自願的貧窮開始。從

內在的謙遜伸延到外在的貧窮，再到無窮無盡的主懷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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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天廷的神視《默示錄) 4:1-5:14 

A. 結構及內容

從整部《默示錄〉來看，四、五章開始了本書的第二部分一一

先知對歷史的解釋 (4:1-22:21) 。這兩章是揭示歷史真義的一個前

引，因為在這兩章之中曾經出現的人物，在以後的章節中都介入

這末世的戰門。

兩章中一共有六個文學主題，分佈清楚，儼如一個發展大綱。

主題 第四章 第五章

寶庫 (6póν05) 2, 3, 4, 5,6, 9, 10 1, 6, 7, 11 , 13 
座上者 2, 3, 4, 9, 10 7, 13 
(Kα6~μEν0古)
活物 (Tá Çwcx) 6, 7, 8,9 6, 8, 11 , 14 

長老 4, 10 5, 6, 8, 11 , 14 
(ÒI rrpeo!3únpOl) 
書卷(戶1帥.10ν) 1, 2, 3, 4, 5, 8, 9 
羔羊 (αpν10V) 6, 8, 12, 13 

從以上的大綱來分析，四、五章的內容概括如下:

4:1-8 天主的寶座和周圍的事物

4:9-11 頌揚天主的光榮 (doxology)

5: 1-5 封上七印的書卷

5:6-7 羔羊領取書卷

5:8-14 天地萬物頌揚天主及羔羊 (doxology)
綜觀第四、五兩章，在《默示錄〉的神學及敘述上，都替整

部書奠下了發展的根據，例如第五章出現的羔羊和書卷等。

第四章的開始，段落分明，在第三章結束前，特別是「寶座」

(epóν05 ; 3:21)一詞，將第四、五兩章介紹出來。這個詞彙將第三
及四、五章之間連結起來。

在用詞上，四、五兩章由「寶座」及「座上者」來標誌。「寶

座J (epÓV05)在此兩章中共出現 18 次: 4:2, 3, 4(3X), 5(2X), 6(3X), 
9, 10(2X) ; 5:1 , 6, 7, 11 , 13 。而「座上者 J (Kα0巾EV05) 出現了 8
次: 4:2, 3, 4, 9, 10 ; 5:1 ， 7，的。

在四、五章之前， r寶座」分別用在 1:4 和 2:13 。在第五章之

後，直到 6:16 再次出現，跟著在 7:9， 10, 11 ，的， 17 重新出現。在

11:16 出現之後，就沒有再出現。同樣地， r座上者」在四、五兩

章之前沒有出現，在此兩章之後，一直到 6:16 ; 7夕， 10 等處再次

出現。這兩個詞彙的使用次數，連繫了四、五兩章的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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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共通點，就是有關天廷崇拜的仔細描述。縱然對羔羊的

崇拜不在第四章出現，不過，在寶座上的那一位，派遣了羔羊執

行祂的使命，對寶座上的那一位崇拜，正是同時對羔羊的崇拜。

因此，第五章就是將崇拜進一步的發展及推向高峰。從第四章開

始，一直到第五章，兩者同受崇拜。四、五兩章就以二十四位長

老對寶座上的那一位的朝拜作始與終 (4:4; 5:14) 。

在結構上，從第四章開始一直到 8:5 '都是有關封印的打開，

特別是 6-8:5 。縱然關於封印在 5: 1-5 始作描述，但不損四、五兩

章的統一性。

作者在第六章蔥、轉主題，從「天廷崇拜」轉到「打開封印」
及打闊的過程，因此，第四、五章顯然是一個主題單元。

B. 注釋:第四章

第四章的寶座景象，可追索到依 6; 則 1:26-28 ;哈諾客一書

14:71 ;哈諾客二書 20-21 ;亞巴郎默示錄 18 及達 7 。

4:2 í天上安置了一個寶座J (8戶VOS SKEITO Èv Tc.:,l oùpωc.:，l) 
為表達天主的尊威，作者採用傳統的聖經描述，例如:

1.依 6:3 :上主的光榮

2. 則 1:5-21 :天主坐於四活物拉的火車上

3. 達 7: 萬古常存者的神視。

由此可見，天主在天上的寶座是猶太文學中普遍的主題(列

上 22:19 ;詠 47:8) 。

「有一位坐在那寶座上J (閱ì 'mì TÒV 8póvov Kα。如EVOS)
在第四章，作者多次以這名號稱呼天主，天主坐於寶座上也
是舊約常見的形象(詠 47:8 ;依 6:1 ;則 1:26)

4:4 í 二十四位長老J (TEOσ叩的1TpEσ戶UTEpOUS)
舊約中， í長老」是以色列民間的領袖(出 19:7) 。在新約中，

民間多次與經師和法利塞人並列(瑪的:2;谷 7:3 ， 5; 宗 4:6) 。
宗 11 :30 首次稱教會的領導人為長老。在宗徒書信中， í長老」

已成為地方教會的必然領袖，並且也有長老團的組織(弟前

4:14) 0 í 二十四」可能是一象徵數字，指新約和舊約的天主

子民一十二宗徒和十二支派。
這二十四位長老在整部《默示錄〉中，擔任一個重要位置，

在所有關於天堂景象的猶太默示神視學中，從來沒有出現過

27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舉行的天主的天使議會，在

計L.w. Hurtado,“Revelation 4-5 in the Light of Jewish Ap∞alyptic Analogies," I盟主 25

53 



以色列的神學範疇中，神秘、的天主性都以天使來象徵。另一

可能性是，他們是聖人的代表。

將二十四長老形容為天便，因為他們與天主一起，仿如一個

天國議會的模式(列上 22 :依 6: 伯 1 :6) ，此外，還有巴比
倫的星座理論(星宿有二十四個神戶。在 7:13 中，其中一位
長老問若望關於穿著白抱的殉道者，這明顯地表示長老不是

殉道者之一。

但是，費理特 (Feuillet) 清楚地提出，天使不佔任何寶座或

佩帶皇冠(他們只是在主前站立侍奉)29 。在依撒意亞升天錄

9:6-12 '寶座、皇冠與長袍指的是舊約中的義人。
「二十四」這個數字也可能是從肋未司祭的二十四位領袖而

來(編上 24:4-6) ，但是肋末司祭不會相等於長老的地位。

另一可能的解釋，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每支派兩個，一個

是猶太基督徒，另一個是外邦基督徒，是「新以色列」的意

思列。這個「十二支派」代表的解釋，似乎符合「長老」的
原意。因為這個名詞清晰地闡釋第一世紀教會及會堂中長老

的意義。因此，二十四長老的象徵意義，在於天上所有聖人
的代表。

從這些長老的衣著，特別是「頭帶金冠J' 都是勝利的標記31 。

安坐寶座之上，表示一個末世景象: r並使他們成為國度和

司祭，事奉我們的天主，他們必要為玉，統治世界。 J (5:10) 
他們被加冕後，正表達了聖人們的勝利與光榮，這份勝利與

光榮，是來自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

4:5 閃電、響聲、雷霆指的是天主的能力，及天主的臨在(詠
77:18) 。這些在天廷出現的閃電、響聲、雷霆，都是直接從

寶座而來，這樣的描繪在提醒讀者有關天主的臨在，這位天

主，就是「那位」在寶座上主持這一切。

所謂七神，這真不是指聖神，而是七個教會的主教(參區 4:2 ，

10) 。區加利亞將七個火炬視作上主的眼睛。

(1985) 111 , 
28 J. Rolo宜:1he Revelation of John: A Continental Commentary, John E. AIsup 甘an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6θ; G R. Beasley-Murray, 1he Book of Revelatior1 , 
NCB (Grand Rapids: Ee叫mans， 1978),115. 

29 A. Feuillet，“The T\閥nty﹒Four Elders ofthe Apocalype," 1:ohannine Studie~ (Staten Island: 
AlleHo屯lSe， 1964), 183-214. 

30 R.H. Charles, A Critical and Exe l!etical Commentarv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b ICC, 2 
vols. (Edinburgh: T & T Cla此， 1920)， 68.

31 Swete，企也坐迎盔， 73. 白衣和金冠都是基督應許給勝任的信徒 (3:21 ; 3:4-5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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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仿佛水晶的玻璃海 (8的α∞αÚOAI VT] ÓμotαKpUOTáÀÀ印)
「海」在猶太人的觀念中，象徵毀滅及反對天主的邪惡勢

力。在救恩史中，天主多次改變海的特性，象徵祂拯救以色
列子民(如出谷紀) 0 r海」在《默示錄}中也代表邪惡的勢

力(13:1) 。因此，在天主最後的勝利時，海便消失 (21:1) .或

變成水晶的玻璃海 (4:6) 。海連結「天廷J' 是猶太文學中常

見的概念。例如十二祖先遺訓 (The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中的肋 2:7 ·祖先肋未看見一個懸於第一與第二層
天堂之間的大海。 4:6 中仿如水晶的玻璃海(則 1:22 ;默

22:1) .不單是引人注目或壯麗的象徵，它標誌著天廷門與天
主寶座之間一道巨大鴻溝。由此可見 .4:6 不是顯示寶座上

的那位或羔羊的事蹟，而是一個古代世界觀的闢釋，亦似乎
趨向西乃山的主題32 。

4:6-7 四活物:獅子 (ÀÉúlV) 、牛慣(戶。X05) 、人 (&v8pωπ05) 、
飛鷹(自ET65πETEIV的)
有學者以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星座)來看這四活物，他們

主張這十二宮代表宇宙的四角。事實上，鷹從來沒有成為代

表，男外，蠍子叉如何發展成為人呢?這襄看不出有任何根

據。四活物之典故引自則 1 :5-10 及依 60:2. 在尊貴的形象中，

他們代表所有受造物。

這四活物可分三個不同象徵意義:

1.整個受造世界:

a. 獅一一野獸

b. 牛一家畜

c. 人一人類
d. 鷹一一鳥類

2. 天主派往地上的神能。

3. <默示錄〉文學中的「革魯賓 J (參啥諾客一書 71:7 • 
與「色辣芬」和「奧奮念」並列，一起晝夜不息地守

衛寶座)。依與則對四活物有不同的描繪。依 6 所描寫

的「色辣芬J' 各有六隻翅膀(依 4:8) .而則 1 的活物

卻只有四隻翅膀，而且每個活物都有人、獅、牛、鷹

四個形象。《默示錄〉的四活物跟依的相似，各有六隻

翅膀(4:8) 。

"參劃 1:7 古老的世界觀;出 24:10 中，形容梅瑟和七十長老在西乃山上看見天主。而

章。 1:7 中，夫主分開了穹蒼以上及以下的水，這裹的「有如玻璃海，仿佛水晶J' 是
指天廷上天主寶座的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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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四活物來象徵四福音，可能源於第二世紀聖依勒內 (St.

Irenaeus of Lyon, Adversus Haereses, 3, 11 ， 8) 。不過，這種演
繹有點牽強。 33

4:8 í滿了眼睛 J (yÉμoumvb中8aÀl..lwv)
在 4:6 曾指出活物前後皆滿佈眼睛 i4:8 再描述他們周圍內外

都滿佈眼睛。「眼睛」在〈默示錄〉代表聖神 (5:6) 。

「聖、聖、聖... J 的ylOs ， ayl呵 J aylos ...) 

此處清楚地引用了依 6:3 色辣芬天使在聖殿內互相高呼:

「聖、聖、聖... J (V竹戶，也竹戶，即可「戶)三次稱呼是希伯
來丈的極比級 (super1ative '即最神聖之意)34 。而依 6:3 中的
「萬軍的上主 J (ti' ~::l::t門 1 門可) J <默示錄》則作「全能的

天主 J (0 8eòs 0πωTOKpdTωρ) 。
4: 11 光榮、尊威和權能(吋V ÖÓçαVKαi 吋VTI吋VKαi T巾 ÒÚVαμ IV)
這些都是舊約中天主的屬性，如詠 21:14; 96:6; 則 1 :28-3:23 

等。

c.神學訊息
在第四章中，有關天廷的描寫，對於創造者的朝拜，自然界的

打雷閃電，在提及天主的名號「那將要來者 J (0坤的μevo宮 J the one 
who ìs to come J 思高版譯作「將來應在者J [4:8] ) ，還有頭帶皇冠
的長老，這一切描寫與景象都是勝利的標記，及預示了即將來臨的

一切(男參 11:15 ， 17) 。
《默示錄〉的作者對時間的觀念是橫切面 (synchronìc) 的，他

將過去、現在和將來放在同一情況中。作者為讀者及信友團體所確

定的，就是將來的最後勝利終會達到，縱然在現世暫看不到。這勝

利是奠基在那位坐在寶座上的，祂在《默示錄〉的第一個神視中出

現過，預展了第五章的內容及領導了整部《默示錄〉的主線。第四

章的主題及目的在第五章中得以發展及完成，第四章主要指出誰是

1 月如將四活物放在四福音，可解釋作:

1.人:瑪實福音(以耶穌的族譜開始)

2. 獅:馬爾谷福音(曠野呼聲)

3. 牛:路加福音(耶穌降生馬槽)

4. 鷹3 若望福音(翱翔高空，對耶穌有高深的洞見)

34 猶太會堂安息日禮儀結束前，有一段稱為“Qedusha" 的經文，就是誦念依 6:3 r色辣

芬」天使的讀詞;經文有很古老的歷史，在新約時代已普遍被繃令會堂敬禮中。經文

如後: r我們以色辣芬在聖殿里讀美你的話來欽崇稱頌你，一如先生日書上記誠的:聖!

聖!聖!萬葷的上主!你的光榮充滿大地! J (依 6:3) 此外，後加經文如下: r祂的光
榮充滿宇宙;侍候祂的天使彼此說:祂的光榮的居所在哪襄?他們彼此應說:顧上主

的光榮在祂的居所內受讀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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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主，什麼是真理，什麼是邪理。 35
這位超越時空的天主帶來新的可能性，即柚能夠使萬物更新，

正如「那將要來者 J '看似遙不可及，但是天主的「超越性」非等

同「距離J 0 相反地，天主這位「將要來者」的超越性保證了祂不

能被任何勢力所控制及摧毀兆。
總言之，第四章指向對天主的朝拜，繼之而來是所有信徒的勝

利，即獲得永生。

D. 注釋:第五章

在第五章中一共有四個主題:書卷;羔羊;審判和寶座的本義;

羔羊的聖者為玉。現按照這四個主題來作注釋。

1.書卷

5:1 r 內外都寫著字」咕咕入~IOV yEypcqJIlEVOV 'Éσω8EνKOI 

omσ8EV) 
這「內外都寫著字」是根據則 2:9-100 默 F 中的書卷有七個

封印。這本被七個封印密封的書卷可被看為「生命冊」、「罪

惡與審判的債卷」、「最後遺訓」及「注命書_) 0 

不過，這書卷的本質不是「生命冊」或r~話與審判的債卷」。

通常在《默示錄〉當中，每次當「生命冊」被提及，都是明

顯易見的，並與最後審判有關連(另參 3:5; 8:8; 17:8; 20:12, 
15 ; 21:27)37 。
外表看來，這書卷好像是罪惡與審判的債卷到，但是，從則

2:10 的描述來看，內容並不包括審判。究其實，則 2:9-10 是

為傳達天主的訊息而寫。雖然默 5 的「聞封」為世界帶來災

禍，但是這不是一種審判。正如作者在第四章詳述「坐在寶

座上的那位」的主權，在第五章中，這位坐於寶座上的，以
書卷來履行祂的主權39 0 天主行使主權時，帶給信徒的是永

生的喜樂，並非審判的恐懼，例如 4:8 中四活物的讚歌，長

老們的朝拜歌 (4:11 ' 5:10) 0，因此， r開封」並不指向審判，

;5 Elizabeth.Schiissler Fiorenza, Revelation: Vision of a Just WorlQ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1), 58 

" Beasley-Murray，旦笠d坐且也 109; R. Bauckham, 1heTh∞lo{!v of the Book of Revelati盯吼，
~ew Testament Theology, James D.G. Dun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6-47 
A , Yarbro Collins, 1'he Combat Mvth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l1,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Harvard Dissertations in Religion, no. 9, C. Bynum, C. & G. Rupp, eds. (Missoula: 
Sch由lars Press, 1979), 24 

還 B甜ley-Murray，世笠迦盟， 122.
'" R.Bauckham, Ihe Climax of Propl詣的: Studies on the Book of RevelatiOl1,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3),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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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寶座上的那位行使祂永生的主權的時候40 。

因此，此書卷可被看作是「最後遺訓」或「注命書」。不過，

有些學者反對這書卷是一「遺訓」 41 ，其中一個原因，羔羊
是不可能同時是「立遺訓者」及「承繼者」。但是，這不等

於全然矛盾，因為在《默示錄〉中，基督被形容為聖殿而同

時叉是上主，正如在希伯來書中，基督被描繪為司祭與祭品

一樣42 。另外，也有反對者認為開啟封印這個行動不是遺訓
的象徵鈞。不過，書卷的解封及災禍的來臨，正是遺訓陳述

將來要發生的事。

在希臘時代，對遺囑的重視，通常都加上封印，以證文件的

無偽，這可以是一個證明抖。

此書卷也相似古代宗教所用的「天廷注命書J (參達 7) 。此類
書卷較接近「搏鬥神話」。在搏鬥神話當中，最中心的是「注

命書 J '這書決定了宇宙將來的命運，以此來表示對宇宙萬

物的能力和主權。這都需要一位英雄來完成任務，這英雄的

形象，正是默 5 中所述說的猶大的獅子，達味的後裔。

在默 4 中，作者描述了天主的終極事實，就是祂永遠為玉。

在默 5 '普世一切受造物都在等候這個終極事實的實現。作

者以遺訓的形式，將天主的「終極事實」向讀者展示，同時

天主對宇宙的終極事實，通過人類的歷史，達至完滿45 。簡

言之，在《默示錄〉中，通過新約的顯示，將天主在舊約的

許諾，實現在基督具體的救恩計劃身上，這正是世界完滿結

束時的景象， 46 。

2. 羔羊 (èx仰的ν)
「羔羊」也是 5:5 中的「猶大支派中的獅子，達味的苗裔J ' 

這兩個名號分別引自創 49:9 及依 11: 1 。在新約中，羔羊的形

象可從不同的來源探討，例如「逾越羔羊J ' r受苦僕人」或

「羔羊戰士」等傳統。
從上述三個傳統，其中以 「逾越羔羊」最被廣泛引用。在
5:9-10 中的新歌道出羔羊開啟書卷的資格: r曾被宰殺，會用

40 Beasley-Murr旬'， Revel坐位!h 123. 
41 Yarbro Collins，也笠!!，鈞。他認為{默示錄}缺乏書卷是遺訓的內證。

的G.K. Beale, 1he Book ofRevelati凹， NT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340 
的 Beasley-Murray， Revel坐控旦， 122.
抖根據 Zahn，當時的人習慣在遺囑背面加上七個封印，以免有洩露之弊(參

Beasley-Murray，旦虹d坐坐!h 12 1.) 
的 Roloff， Joh且.77
括參達 8: 12:4，卜特別是達 12:4: í密封這部書，直到末期... J 及 12:9: í這些事隱藏

密封，直到末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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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血...把人贖來歸於天主」。這正好是出口的逾越羔羊
的寫照。出的主題在 5:10 更形明顯: r並使他們成為國度和

司祭。」這是西乃山盟約的內容(出 19:6) 。另外，依曰:7

的「被牽去待宰的羔羊」是用來形容這位受苦的僕人，因此，

用依曰:7 的「待宰羔羊」來瞭解默 5 的羔羊，就是一位受苦

的僕人。
默 5 的羔羊長有七隻角，表示祂能力的完滿，祂縱然被宰殺，
但是她以自己的血建立起祂的王國47 。

因此，羔羊的勝利並非一個軍事武力的行動，反之，是以和

平的手法，將各邦國帶到天主面前(11:13)“。就算兄弟姐妹
被殺 (6:11) ，可以肯定的是，羔羊在權能和勝利的真正意義

中，帶著各邦國及各民族在完滿的凱旋中歸向天主 (11:15) 。

綜觀第五章的理解，羔羊就是以生命來戰勝黑暗的勢力，然

後建立起永恆的國度，這就是「新天新地J (21:1-2) 。

3. 審判和寶座的本義
學者們向來對第五章的主題是有關審判或寶座各持己見。其

實，默 5 與達 7 十分相似49 。因此，學者們會對比默 5 與達 7
是否一脈相承。

從書卷中，不難發覺其中包括「審判」。首先，這是一卷封

印的書，開印的行動，正是打開審判的內容，但是， r封印」

並不展示書卷的內容50 。事實上，書卷封印的數字表示書卷

是一遺訓。綜觀第六到二十二章，書卷不單只是審判，因為，

書中所記載的，不盡是「不信者」的審判及喪亡，教會一樣

受迫害。書卷記載的，是惡勢力的失敗與天國的來臨。如此，

審判己包含在內。

此外，從依 6 、則 1-2 和達 7 來看，默 4-5 是講述有關審判的

事實，因依、則與達都以「宣佈審對」作始51 0 當然，這三

.- J. Ferres III, 1saiah and Proohetic Tradition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Visionarv 
Antecedents and Their Develoome訓， JSNT Supplement Seri郎， no. 93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4), 157-158; Sweet, ß堂里l坐i旦旦， 124; Bauckham, Revel旦控且， 215.

.. J.P.M. Sweet，豆豆主rl且!i旦旦， TPI NT Comm (London: SCM;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mational, 1990), 1詣。

時例如寶座的佈置， 10,000 x 10,000 '趨向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接受王國或書卷，及

各邦國皆一齊事奉天主等。參 F.J. Murphy, .Eallen is Bab句lon: The Revelation ωJohn. 
Tbe New Testament in Context.H.C.K間& J.A.Overman, eds. (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mational, 1998), 175 。另參 Beale，旦旦鎧益區且， 367 。
插在依 8 ，封印解作保存傳統，在達 8:21 '封印亦解作保存，在哈諾客一書 90:20 '解

作審判(參 Yarbo Collins，坐泣h， 23) 。
引 Beale，旦旦旦控豆豆且，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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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先知書都不只是關注於審判，審判純屬次要，最重要的，

是天主召叫世人悔改皈依。在達 7 之中，作者除了敘述人子
及其人民所受的痛苦之外，主要在宣佈希望與永生: ，-看見

一位相似人子者，乘著天上的雲彩而來，走向萬古常存者.

祂便賜給似人子者統治權、尊榮和國度，各民族、各邦國及

各異語人民都要侍奉祂;她的王權是永遠的王槽，永存不

替;祂的國度永不滅亡。 J (達 7: 13-14) 。由是觀之，上述三
部先知書的重點並不放在審判，而是人類將來的悔改和希

望。

另外，有關「寶座J '在達 7 的描述是顯而易見的。在默 5

卻不然，雖然在 5:1-4 描述了天廷的景觀，此外還有對天主

的舉揚 (5:7- 帥， 12, 13) 、權力的展示 (5:5 ， 6, 10, 12, 13) 及新
統治者為主(5:10) ，但是，這一切的描述，只是強調耶穌基

督這一位天主的羔羊的勝利5人
在〈默示錄〉之中，還有其他章節明顯地描述君王及寶座

(3:21 ; 11:25; 12:5)刃，作者沒有在第五章以這兩個形象來描
述耶穌，因為基督的勝利己在祂的死亡中實

現54 。不過，當學者們堅持第五章的主題之一是「寶鹿」時，

是有他們的理由。例如「那二十四位長老，都俯伏在羔羊前」

(5:8) ，而「那四個活物」正代表普世大地臣服於羔羊座前
(5:8) 。所以，支持這個解釋的學者，都認為 5汀-9 是主權的

描寫。從邏輯的先後來看，基督必先為玉，才能引領子民進

入她的王國當中，而開啟書卷之前，祂必須完成祂的救贖工

程，因此，領受書卷正是為王之後延續的一件工作，第五章

的詩歌說明羔羊的人民己被引領進入王國及成為司祭。這襄
跟其他宗教的眾神很不一樣，通常他們都是先完成任務，然

後才爵王。

如此結論出，當羔羊經歷死亡時，祂已登極為王，其實，按

照羔羊的天主性，祂是宇宙的君王，是「始」也是「終 J 0 

已 Rolo汀，扭扭，話。此外，在默 5 中缺乏宮廷君王的標記，例如權杖、王冠、舉揚羔羊

及地位的轉移。(W.C. Van Unnik,“Worthy is the Lamb: The Background of Apoc 5," 
Me1an!!es bibli日ues en ho叩ma!!e au R.F. Bede Ri!!al鼠， A. Descamps & A. de Halleux, eds. 
(Gembloux: Ducnlot, 1970)， 447-448 。

53 參 Roloff，且且， 80; Yarbo Collins且且， 215 。
54 Beasl句-Murray 贊同第五章是講及關於「寶座」。參照 Re旦控旦旦， 110，“Only one answer 

is possible. Despite the declaratio明 in 4:1 , that John is now to view ‘what must take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victory of Christ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 that he has ascended the 
throne and that his reign has be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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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羔羊的聖者為主55

在 5:10 中的市ασlÀEÚσOV凹的叫 T~5 ylì5" (思、高版譯作「必
要為王，統治世界J )按照希臘語法，其實是將來式的ture

tense) ，不過，有些學者將如σIÀEÚσOVσlV 譯作

“如σlÀEÚOVσlV" (現在式， present tense )56 。如果將「為王」
演繹為現在式，表示羔羊已經為玉，而不是將來為玉，這解

釋較為恰當。羔羊的王國與世界的政治軍事權力截然不同，

祂的王國將君臨天下，把人類贖來歸於天主"。

E. 神學訊息
根據 Schüssler Fiorenza '默 4-5 的中心思想與整部〈默示錄〉

一脈相承，就是確認普世的上主是誰-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不
過，這只是第四章的要點，第五章是發展第四章的主題:這位上

主如何將國度承行於地。這主題支援一切為信仰而受苦的天圈子

頁，並為他們在受迫害時指出未來的方向。正如羔羊耶穌基督雖

然曾被宰殺，但到最後，祂被舉揚，統治世界，與此同時，作者

〈獸示錄〉多次提到「君王 J (如OIÀeús) ，但從來不用來指信友。
例如:天主(萬民的君玉，的:3)

基督(萬玉之王， 17:14: 19:16) 

世人(地上的君王'的: 6:15 : 16:14: 17:2, 18: 1 肘， 9, 21 , 24 : 19 :9) 
羅馬君王(七位君王、十位君王， 17:9, 12) 
魔鬼(王子， 9: 11) 

'君王」泛指一種能力、統治權，與另一勢力作對，而「王國」是指信友，基督使

管友成為「王國 J (1:6 : 5:9) , "王國」是屬於天主和基督的(1 1:15: 12:10)' 但是，

革與魔鬼有闋的獸也有它的「王國 J (16: 10) 。總言之， ，主國」就是主權的實踐，也
有與它對立的勢力;而永恆王國的完成者就是基督。信友成為了「王國 J(戶∞I Àe'lα) , 
說是參與天主的主權，這是來自基督救贖的後果(1 :6 : 5:9) ，信友藉基督的力量與

君惡勢力交戰，把它戰勝。

w 支持將來式 ~aOl ÀeúoouOl V 的有 Sir油iticus 、一些小楷抄卷 (minuscules) ‘ A 型的大

警告分版本、拉丁及埃及版本。而現在式俏。IÀeúouOl V '支持者有 Alexandrinus 、一
主d棺抄卷 (minuscules) 、傳統的 Koine 版本、敘利亞及埃及版等。從外證來看，

裹在式受到 Alexandrinus 的支持，從內證觀之， 5:10 的上半節是最好的證明: '並使

它們成為國度和司祭，事奉我們的天主。」這說明了他們已被召選在天圈里。另外，

1:5-6 也是「現在式」的另一引證。
Schüssler Fiorenza，旦旦且也盟， 62 。另參照 Sharing Her Wor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8) ， 115 在這王國(戶α0IAe'1α) 裹，人民將離開惡勢力的控制。

油這名稱貼在基督身上，具有舊約的背景(出 12-13 :依 53:7) ，但卻含有新的意義，

~為這羔羊是「站著J (eo叫KÒS)和「被宰殺過的 J (È。但YJ.l Évov)(5:6) ， 意即死而復
活的。由是觀之，這羔羊超越了逾越節的犧牲，因為她是「站著好像是被宰殺過的」

15:6 '比較若 20:19-20) 。換言之， ，羔羊」不只是作了犧牲， ，羔羊」的贖罪更是在

食糙的「死而復活J' 復活後的「羔羊」以新的方式繼續贖罪的能力。因此， ，羔羊」

憩血超越了古時祭紀的贖罪儀式，因為羔羊藉這「血」把人永遠贖回來的yóp間的，

5:9) ，歸於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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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讀者們展示坐於寶座上的那位，雖被宰殺，但是現今已被高舉，
將祂的王國戰勝統治世界的惡勢力，最後，普世都要朝拜祂。這

經驗不但支持、鼓勵、安慰與認同苦難的教會，也同時邀請讀者

超越迫害與痛苦，將來與寶座上的羔羊共享最後的凱旋"。

默 4-5 是天廷神視的開端，為《默示錄〉的發展奠立基礎和

目標。最重要的，作者在這兩章中鼓勵信是們對被宰殺的羔羊深

信不疑，祂是天主，是歷史的主宰，從開始直到永遠。 ω

E 牧職反省

這位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如何將國度承行於世?這「國度」是

如何的一個「國 J ? 
當年的羅馬帝國強調的是權力，文化與身分只為權力服務，為羅

馬帝國攝取天下權威。在這個當時以武力顯赫一時的帝國，只以「天

下歸宗」的野心，推出 “Pax Romana" (羅馬太平)方案，以此統
領帝國權下各個異族。

「羅馬太平」並非一個「太平」方案，反之，是以武力及權威，
消滅異族的文化及傳統，天下當以羅馬帝國為標準。換言之，羅馬帝

國以帝國主義模式鎮壓各藩屬國，以羅馬的丈化和身分作為唯一的準

繩，誰不臣服於羅馬帝國主義，就等同造反。

這帝權因而成為「無處不在」的神魂，左右各種各族的生存方向。

最後的局面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這就是「羅馬太平」的真正面目。

從拉T丈 “Imperium" 的字義來看， r帝國」之義在於命令、

權力、控制及主宰。「羅馬太平」正為帝國主義服務，消除「百花齊

放」的局面，使各藩民只以羅馬為一切的中心，連一直影響羅馬進程

的希臘文化也不例外，到這一個階段，都要臣服在羅馬「至高無上」

的權威之下。

59 參 7:14: r他們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7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 J 。這是一個相反
自然經驗的描述: r血」與「自」不能同日而語，更不是舊約的觀念(比較依的:2-3) 。

由白的象徵意義(默 3:4; 4:4) 可見，籍羔羊的血，殉道者獲享復活的勝利，這正是

「血」的特性。因此，除了贖罪外，羔羊的「血」包含「復活」和傳授生命。結果，

那被宰殺的羔羊的血產生了兩個後果:1.把人贖來歸於夫主(5:9) ; 2 並使他們成為
王國和司祭 (5:10) 。

曲信友成為了「王國」和「司祭」後，也要統治世界 (5:10) ，殉道者要和基督一起統治

一千年 (20:6) 。這「王國」帶有宋世性，一切邪惡終被毀滅 (22:5) 0 r為王」共有兩
個階段，首先是與邪惡對抗的現世階段，跟著便是享受王權的宋世階段，在這兩個階

段中，信友都參與了天主和基督的王權。雖然價友己藉基督的血成為了王國的子民，

但他們還該積極使這王國完全實現，這份努力，就是{默示錄}所要閻明的「司祭佐J'

信友以聖潔的生活、祈禱和見證(殉道)使這王國伸展普及至全人類。這二十四位長

老唱的新歌，引起了夫上和天下萬物的讀頌，包括了活物、夫使、一切天上、地上、

地下和海中的受造物。最後，這首有末世意味的歌，由活物的「阿們」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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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獨裁集權的政治環境底下，耶穌提出一個民主的前景:

「天國 J (如σIAEIα) 。這國度，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以生命換

取來的民主國度，縱然在英文讀作 Kingdom' 但是，其本意在於「反
帝國主義」。這承行於世的天圈，與羅馬帝國大相逕庭，羅馬只對「自

保」有興趣，但是，耶穌的國度則「大小同吃」於一張飯桌上，亦即

每一位加入這國度的人，都是平等一致，彼此接納包容，唯一排斥的，

是主宰別人的強權。因為天主絕對不需要以權力壓服他人來鞏固自己

的地位和圓度，這亦是耶穌死亡復活的深義所在。換言之，正如《默

示錄〉所強調的，無論任何民族、性別、社會地位、政治背景的人，

都被欣然接納進入這個耶穌的 “Kingd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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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七印《默示錄} 6:1-7:17 個:1)

Á. 結構及內容

作者在 5:1 ， 5 己提及了「那七個印 J (Tà5 ETTTa a牛肉ý'loa5) , 
在 6: 1 中羔羊開始打開「七個印中的第一個印 J' 其他的印跟著被

開啟(6:3 ， 5 ， 7， 9 ， 12 : 8:1) ，構成了開啟「七印」的整個段落(6:1-7 ，

17[8:1]) 。

雖然這段落中的各部分都有密切的連帶關係和結構，但這敘

述的發展卻超越了七個印的內容，而且對每個印的描述更是長短

不均。

明顯地，首四個印都有著同樣的文學大綱:

活物的呼喊

馬匹的出現

騎馬者的描述

第五和第六個印彼此之間可用「白衣J(6:11:7夕，日， 14)作它
們的「文學動機J (literary motif)。第七個印看來是「沒有內容」
(8: 1) ，但在敘述上卻導入了「七號角 J (8:2) 的段落 (8:1-11:14) 。

現列簡表如下:
6:1-2 第一印

6:3-4 第二印
的-6 第三印

6:7-8 第四印

6:9-11 第五印

6:12-7:17 第六印
• I 8:1 第七印

七印的解封與〈默示錄〉的總結有密切的聯繫，現列舉如下:

CU我就看見，有一匹白馬出現騎馬的持著弓 他像勝
利者出發，百戰百勝。」

19:11 : 1隨後我看見天開了，見了一匹白馬;騎馬的那位，稱
為『忠信和真實者.!I '他憑正義去審判，去作戰... J 

/6:8: '我就看見，出來了一匹青馬，騎馬的名叫「死亡 .!I，IT'陰問」

< 也跟著他... J 

、20:13-14 : IIT'死亡」和『陰間』都把其中的死者交出... J 

后:10: 1你不行審判，不向世上的居民為我們的血伸冤，要到幾

/ 時呢? J 

\19:2: :-他的判斷是正確而正義的;他懲罰了那曾以自己的邪淫

敗壞了下地的大淫婦，並給被她所殺的僕人報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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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學內容的角度看，是教會團體對救恩史中不同勢力的智

慧反省:惡勢力對抗一個必勝的善勢力。特別是第五個印顯示信

徒的祈禱，在邁向末世的階段中對救恩史的影響。第六個印卻反

省世末的正義與審判，以及「提前的救贖」。

B. 注釋:第六章
6: 1 羔羊已經接過書卷，繼而逐一打開，最初的四印 (6: 1-8) 形

成一個系列，每一封印打開之前，首先出來的是活物，然

後是各式各樣的馬，跟著是騎馬者，此外，作者對每一匹

馬和騎士的出現都有不同的描寫。而當每一個活物出現

時，都有聲音或雷響，這是對神視者的召叫。「來J(Épxou '

祈使語氣)指的是聖神、新娘、作者及聽累的來到 (22:17 ，

20) 。當然，聖神的來到晴喻基督的救贖降臨於世， ，-凡受

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 J (羅 8:19) 。因此，
這四個「來」正是代表受造物的熱切期待。

6:2 四匹馬及四騎士的描述與臣 1:8 ; 6:1-8 的神視很相似，而
四種顏色都有個別的象徵意義61 。至於匣 6:1-8 中的四匹

馬，象徵天上的四風，牠們的使命就是在普世大地執行審

判，特別是巴比倫和埃及。《默示錄〉的作者借用了馬和顏

色的標記，但省卻馬車的形象，而將重點放在騎士身上。

白馬 ('1ππ05 ^EUKÓ5) 通常被解作「天主聖言J (另參
19:11) 。 不過， 6:2 的白馬，並不是如古代學者之理解為

「天主聖言J' 卻表示軍事上的勝利，因為一位勝利的基督

帶著一切象徵流血、饑荒或災難降臨，是極之不恰當的。

再者，白色代表勝利，正如作者說: ，-他像勝利者出發，必

百戰百勝。 J ，-並給了他一項冠冕 J (Kαì èóóeη 的Tú:l

OT忌。ω05) 意即「天主賜給了他... J '在聖經中，多次以
這種被動式來避免直接提及天主的聖名(另參 6:4， 8) 。

6:3-4 紅馬 ('1ππ05 TTUppÓ5) 是血紅色的馬，象徵一切的暴力、
內戰、政治鬥爭，正如基督所預言的(路 21:9) ，這只是「痛

苦的開始 J (參瑪 24:8 ;谷 13:8) 。除了象徵暴力的紅色外，

騎士還獲得一把「大劍J (μsyá^ll '思、高版譯作「大刀 J ) , 
這把大劍正是他的任務，這可能是一把藏於鞘內繫在腰間

會主導言曾說明{默示錄}的顏色象徵﹒白色代表勝利，紅色代表暴力，黑色代表死亡，

有青色則象徵腐化與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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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劍(參若 18:10-11) ，紅馬加上大劍，這第二位騎士將和

平從世上除去。他的劍不是用來主持正義，而是帶來殘殺。

這劍也可解作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統禦。

的 黑馬 (1ππOS- μÉÀos-) ，象徵饑荒，和因此而引起的死亡、通
貨膨脹和不公平現象，公元九十二年間在小亞細亞曾發生嚴

重饑荒。戰爭和流血並不是唯一的災難，這匹黑馬帶來的是

饑荒，騎士手拿的不再是刀劍武器，而是天秤 62 。

6:6 r 一升麥子」是當時工人和軍人的每日糧齣配額;同樣， r一

德納」也是一天的工資(瑪 20:2) ，用一天工資只購得一份糧
帥，意味著食糧異常垣缺。四活物中所發出的聲音，正是宣

告主食的一個高價。大麥收仰的， barley) 是一般窮人的主要

食糧，比小麥 (6汁的， wheat) 稍為便宜(參列下 7:18)的。四
活物的響聲正是向普世宣告，禁止一切通貨膨脹，要保障工

人能獲取合理的生活所需， r捶饑打劫」會嚴重影響民生水

平。
至於油和酒，是地中海一帶之盛產，並不視為奢侈品，但時

逢饑荒，也須節蝕使用“。活物向普世的宣告，正是提醒人

民饑荒的來臨，及可能將要來的更糟的事。

6:7-8 青馬('tπTTOS- X^ω阱。象徵死亡和腐朽，是前節的必然後
果65 0 r青」在此處指的是囡驚慌而來的發青。青馬，顧名思

義，是恐怖的標記，坐於青馬上的騎士，是死亡的化身(1 :18 ; 
9:6; 20:13f; 21:4 ;另格前 15:詣， 54!) 。他們掌握統治世界

四分之一的權柄，這些只是未來大災難的開始，只影響局部

人類。
最初的四個封印已被打開，神視者看見一個能統禦普世的力

量，這力量帶來一切破壞的後果，如危機、災難、戰爭及死
亡等。這一切景象，將會不斷在歷史上重演，不過，這些情

62 參鐵 16:2: 1對自己的行為，人都自覺無瑕;但靈靈心鍾的，卻是上主。」畫畫，心靈

的上主 .LXX 譯作“po向 çuyoû ðlKαt∞ÚVTj rrapà KUfÚú，1"。“çuyou" 與默 6:5 的
天秤“çuyòv" 為同一字。另參則 5:1 : 1... 然後拿一個天秤。 J 及 45:10: 1... 公平

的天粹。 J
U 一升 (XÔIVIÇ) 是則 45:IOf希伯來版本的口2 。

“油和酒是末世美好事物的象徵(若 2:1-12) 。
的在 LXX 及新約當中，叭ωPÓS (青綠)是專用來形容草場 (XÓpT05) 、植物 (~oTáVT])及
樹林 (ÇÚÀOV) (參創 1:30 ;列下 19:26 ;則 17:24 ;谷 6:39 ;默的等) ，而吋νXÀωpÓV
泛指一切植物或蔬菜(創 2:5 ;默默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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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將不會是世界的最後終結，而是一個過程，最後，凱起勝

利的基督將所有密封的書卷打開，帶著永生的勝利降來。

6:9 羔羊繼續打開封印，從第五印開始，活物再不發聲，因為這
迫害教會的「君王」已精疲力竭。隨著第五個印的啟封，教

會出現在讀者面前，這教會仍處身在迫害、痛苦及殺戮當

中。一方面，迫害教會者帶來流血與死亡，另一方面，基督

的追隨者與這被宰殺的天主羔羊一樣，被迫害殺戮。「在祭

壇下面'"被宰殺者的靈魂J(另參 8:3 ， 5; 9:13; 11:1; 14:18; 
16:7) ，這是一個獻全爐祭的祭壇，在它下面的都是殉道者，
為追隨首領基督而殉道“。殉道者被殺害的理由有二:為見

證唯一的真天主(對抗泛神主義及凱撒主義)及為耶穌基督作
見證67 。

6: lO I你不行審判，不向世上的居民為我們的血伸冤，要到幾時

呢? J (où KpIVE1 S- Koì ÈKOIK品S' TÒ dlμαT']I..IWV ÈK TWV 

kαTOIKOUVTωV Èrrì TIJS- yvs-;) 基督的殉道者，同時亦是天

主的見證者(格前 3:23) ，從字面看，好象殉道者要求天主

替他們的死報復，實際上，作者強調生死之權，在於天主

手中(路 18:前，而這節也可用作解釋為何無限仁慈的天主

容許惡勢力存在的原因，這原因在 6:11 清楚道出。

6:11 首先，喊冤的殉道者獲得一件白衣 (σTOÀ1Ì Àsu阱， white 
robe' 直譯作自袍，另參 3:4[; 4:4; 7夕， 13 ; 19:14) 。這白抱
象徵勝利的榮耀，殉道者的犧牲，獲得認同，不過，這還是

個別的，完滿的凱旋要等到主再來的那一天。他們的殉道行

為被認同，原因是他們與基督同在，與基督同死，與基督同

復活凱旋。 6:10 的問題，就在此處得到答案:殉道者的犧牲，

到最後得到凱旋。再者，完滿的凱旋要「靜候片時 J (hl 

~IKpÒV Xpóvov ' 1:1 ; 22:6[, 12, 20 ; 20:3 則是一個答案:一
千年後的一個短時辰;另參希 10:37) 。其實， I靜候片時 J

是最後勝利的其中一個過程，從旅途教會的角度看，似是厭

煩，但從殉道者的永恆角度看，是一個「安息」時間

.殉道者的靈魂處在祭壇下，因為按照肋未禮，以血灑向祭壇下(血有生命[ψuxTtl .肋
7 日: r因為肉軀的生命是在血內J[h坤、INXTÌ TcX CITJ5 oapK街的問 αÙTOÛ ÈOTlvl • 
芸參肪 1:9: 4:7 :默 12:11) 。

r 吾吾 M甜. Polyc. 9 中記述玻利加殉道的理由: “öllOOOν[吋V 間'10αP05 吋)(Tlvl. 開f

==ÀúωOË ÀOl cSÓPTJOOV TωXPIOTÓV" 。另戴都良Anim.8 “animae corpus invisibile 
z凹. spiritui vero visibi1e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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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vó: rrouσ峙，參瑪1l :29 ;默 4:8; 14:11) 0 (默示錄}作者預
視了基督徒在尼祿王的迫害後，會遭受杜覓慈的迫害，其後

的羅馬皇帝也隨之迫害，殉道者要等待到迫害終結的一天，

即完滿凱旋的一天。

6:12 最初的五個印啟示了世界和教會的情況，而第六個印則揭示

直到世末的災難。第六個印代表了兩重意義:一方面是宇宙

萬象的變動 (6:12-17) ，另一方面是保留了被選者 (7:1-17)'

換言之，作者的神親已轉移到世末的階段，即「上主的日子
(參 6: 17) 。都童時刻，國家與教會的苦難只是苦痛的開始(谷

13:8) ，隨著第六印的問啟，世末的宇宙變動正式開始。

首先是大地震，這不是在第一世紀亞細亞地方曾出現的大地

霞，而是末世最後的天地動搖(參希 12:26ff: hl årroç Èγ日
前，lσωob 的vov nìv ývv àÀÀò. Kαi TωOùpovó峙。這一切的
發生都是朝向世界的窮盡。隨大地震而來的，是天體的變

動，天空星體的變易，亦是最後日子到來的象徵(岳 3:4 ;谷

13:24) 。

月亮變得像血的 σEÀ~VT] öÀT] 'EyÊVETO W5 cll j.lO ;參亞 8:9 ; 
依 13:10 ;岳 3:4) ，這是全月蝕的情況，這些天體的變動，正

如訓 12:2 所勸勉天主子民紀念造物主的態度， r不要等到太

陽、光體、月亮、星辰失光，雨後雲彩再來」的時候。

6:13 r天上的星辰墜落在地上 J (K叫。1 的TÊPE5 TOÛ oupovoû)(另
參依 34:4 ;谷 13:25)

神視者看見星辰的墜落有如未熟的無花果，未熟尚綠的無花

果結在冬季，早熟的會在春天落下(參歌 2:11-13) 。耶穌也會

以無花果樹對末世作出比喻(谷 13:28) 。未熟墜落的無花果暗

喻世界的冬天接近尾聲。

6:14 天的隱退「有如卷起的書卷J (也5 ßI 戶ìúov SÀασσ叫EVOV)是
參考了依 34:徊，另參詠 102:27 及伯後 3: 12.。
「一切山峰和島嶼都移了本位」看似不可能發生的現象(谷

11 :23) ，另參格前 13:2 '現在都一一出現。

神視者在這襄所說的是從帕特摩島遠眺對岸的愛琴群山石

島。 6:14 的「移山」現象並非帶有毀誠惶，而是指向一個更

高的秩序。

6:15 作者在這襄所列舉的七種社會階層:君王、首領、軍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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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勇士、為奴的和自由人，正是整個社會的全部人物。

這「世上的君王J(ÓI 師。IÀÊIS T于IS 'YÍÌS)是甚督的反對者(參
詠 2:2ff; 宗 4:26的。從君王到奴隸，都要面對生命的轉變，

無一倖免，不會因身份或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區別。換言之，

世界窮盡之時，權勢和財富不是永生的保證(參耶 46:5f;

48:14) ，奴隸與自由人，當碰到災難時，都要一起逃避(依

2:10， 18f.)。

6:16 向山峰和岩石說，-倒在我們身上，遮蓋我們吧 1 J (K出
入SyOUOIV TÔIS òpeσllJ Kfxii TcflgπSTpαIS ﹒ rrSOêTe 'e <þ' ~μOS 
kαì KpÚI!JαTE hμ晶宮)這是引自耶穌在往加爾瓦略山途中對

婦女所說的話(路 23:30) 。為罪人來說，最使人恐懼的不

是死亡，而是天主的臨現，這可反映出人最深的心理狀況

(參創 3:8) ，罪人最怕看見的，是世末天主的震怒。當末日

降臨，神聖無站的夫主，正是不信者最大的恐懼。

6:17 í發怒的大日子J (~~μkmhμeYcXÀT] TÎls òP'YÍÌS) í 震怒」
(òpyTtS) 一詞用在基督身上只是一次(谷 3:5) 0 í 大日子」
治自岳 2:11;3:4; 索 1 :14 ;猶 6 '另參索 1: 15，的， 2:3 , 
羅 2:5 。在舊約中，這代表天主的最後審判行動。「誰能站

立得住? J 答案在路 21:36: í應當時時醒膳祈禱。」

c.注釋:第七章
7: 1 首先，第七章的兩個神視(1-8 節，叫7 節)正是以作好準備

的教會來對比缺乏準備的教會要面臨的驚慌。在 7: 1 '大地
被分為四極(另參依 11: 12 ;則 7:2) 。風之天使掌管風的方

向，這是天使們的使命，以免風肆意的吹向大地，使大地受

到破壞。

7:2 第五位天使出現，他從「太陽出升之地」上來，表示東方，
因為日出於東方，作者有意暗示近東巴勒斯坦一帶地方，如

果作者道出帶著印記的天使被認為是以色列，他就要在這東

方地帶出現(另參則的:2 ;拉 3:20) 。天使的高調出現，說明

他從天主領受了一項重要的使命，現在向世界宣示。天使所

拿著「永生天主的印 J' 是根據則 9:4 í劃上一個十字記號」

(們這個字母是希伯來語最後一個，念做 TAU' 古字作

“x" ，所以是十字的記號) ，這同時也是受洗者的記號(格
後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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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四位領了傷害大地和海洋權柄的四位天便，正如代表不同

社會的教會團體，他們握有「傷害與否」的權力，除非對他

們有特別的約束指令，否則難以估計他們的破壞能力。

7:3 r天主的累僕 J (óoúλOU5 TOÛ 8eoû) ，參 1:1 ; 2:20; 19:2, 5 ; 
22:3 ， 6 。不要傷害他們，因為他們是天使們事奉的天主的僕

人，換言之，他們也等問天使，是天主的僕人。

7:4-8 最受人討論的當然是 r 144,000 J 這個數目，在這五節字中，

作者將 144，000 平均分給十二支派，猶大、勒烏本、加得、

阿協蘭、納斐塔里、默納協、西默盎、肋末、依撒加爾、則

步隆、若瑟、本雅明。不過，舊約中出現不同的次序排列，

現列舉如下:
創 35:22ff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

則步陸、若瑟、本雅明、丹、納斐塔里、加

得、阿協爾
46:8f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

則步陸、加得、阿協爾、若瑟、本雅明、丹、
納斐塔里

49 勒烏本、西默盎、肋末、猶大、則步陸、依撒

加爾、丹、加得、阿協爾、納斐塔里、若瑟、

本雅明
出 1: lff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則

步隆、本雅明、丹、納斐塔里、加得、阿協

爾、若瑟

戶 1 勒烏本、西默盎、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陸、

厄弗辣困、默納協、本雅明、丹、阿協爾、
加得、納斐塔里

2 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隆、勒烏本、西默盎、

加得、厄弗辣因、默納協、本雅明、丹、阿
協爾、納斐塔里

的:4ff 勒烏本、西默盎、猶大、依撒加爾、厄弗辣

困、本雅明、則步隆、若瑟(默納協)、丹、

阿協爾、納斐塔里、加得

26 勒烏本、西默盎、加得、猶大、依撒加爾、

則步隆、若瑟、厄弗辣困、本雅明、丹、阿
協爾、納斐塔里

34 猶大、西默盎、本雅明、丹、若瑟(默納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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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7 

厄弗辣困、則步隆、依撒加爾、阿協爾、納
要塔里

申 27:11ff 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若瑟、本

雅明、勒烏本、加得、阿協爾、則步隆、丹、
納斐塔里

默 7:5-8 猶大、勒烏本、加得、阿協商、納斐塔里、

默納協、西默盎、肋末、依撒加爾、則步陸、

若瑟、本雅明

另參考申 33:6ff ;蘇 13-22 ;民 5 ;編 2-8; 12:24ff; 27: 16f[; 
則 48 等。
可以發覺到每次支派的次序出現不同的排列，在《默示錄〉

中，猶大支派被安排在第一位，囡為基督出自猶大支派，第

二是雅各伯的長子勒鳥本，他幾乎是所有舊約名單中的首

位，跟著是位於北部的加得。這樣的次序是根據先祖們出生

的次第或支派據點的位置。由於肋末的加入，作者除去丹支

派，因為丹支派涉及「辣比傳統J 中的偶像崇拜及背教68 , 
不過，這點仍屬次要。

最重要的，莫過於 r 144,000 J 的意思。
在《默示錄〉的作者眼中， 144，000 可以是:

1.以色列子民的代表(參羅 11 :5) 
2. 猶太裔基督徒

3. 所有信徒

大多數學者支持 3. 的理由如下:
1.教會就是真正的以色列 (2:9 ; 3:9ff.) 
2. 14:1 所提及羔羊的跟隨者，他們的額上都刻著天主
及基督之名。

3. 以色列的 144，000 。

其實，在 9-17 節中，作者己清楚說明這 144，000 的凱旋者
是來自各邦國及各支派69 。

叫默 7:5-8 所列的十二支派名稱和次序，和傳統的不同，其中丹支派被默納協代替，可
獎由於對假基督出自丹支派的信念，見 Irenae丸lS， Adversus H臨闊的， 5. 30. 2, 
-Hieremias ... et tribum ex qua v海niet (Antichris徊。 manifestavit dicens: e法 Dan audiemus 
\"ocem ve10citatis equorum eius." (耶 8:16) 另 Hippolytus，豆豆企旦旦k巡豆， 14，“ OUTω， êK 
TIJ5ð的中UÀÎ]， Ò àVTI悍的TO， yêωη的。êTα1."此外，十二旭先遺訓之丹 5:6汀"
your prince is Satan, and that a11 the spiri的 of fomication and aπogance w i11 tum their 
anention to Levi .. .ωmakethem 剖n against the Lord ... " 

H 參 B開tus，、x1iv m i11ia omnino ecc1es泊 est.， sit ex ex omni tribu expos叫t dicens ex omni 
g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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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在 7:4 '作者列明在天國的人數共 144，000 '但是，在 7:9
卻是「無數」。最初，作者只強謂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如

今，是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從前是迫近眉

髓的危機，如今卻是凱旋與安穩。天主對亞巴郎的許諾，

在這最後時期實現了(迦 3:7' 29) 。在永恆天主寶座前的生

命，是在天主的臨在和光榮中獲致完滿的喜樂。默 7:9-17

預示了天主子民的最後景況，正如耶穌進入苦難死亡前顯
露聖容，以鼓勵門徒堅信到底，這辜的神視替神所見者在遇

到魔鬼攻擊時提供保證。「身穿白衣，手持棕欄枝，大聲

呼喊說:救恩... J 反映帳棚節的禮儀(申 16:13-15 ; 
26:1-11 ;肋 23:34-36 ; 39-43) 0 í救恩」即詠 118:25 中的

內D ‘自們 (Hosannah' 見谷 11 :9-10) 。天主子民揮動棕棺

枝，表示喜樂及凱旋(加上曰:51) 。

7: lO í救恩來自那坐在寶座上的我們的天主 (T~ ee~ hμ品的，並

來自益差 (T~ àpvt中) 0 J 

作者指出救恩分別來自「我們的天主」及「羔羊」。

關於「天主J' 可參閱弟前 1: 1 (我們的救主天主) ; 2:3 ' 
，鐸 1:3 ; 3:4 等。至於「羔羊J' 見鐸 1:4 (我們的救主基
督耶穌) ;另見 2:13; 3:6 等。這些天圓的選民稱天主是他

們的救主，因天主是基督的主(若 20:17 ;默 3:12) 。

7:11 , 12 7:11 的描寫，可以看出天使、長老和四活物非常靠近寶

座。光榮頌以「阿們」作始與終，而這光榮頌的對象是盔

救他們的天主。光榮頌的內容，除「阿們」外，中間夾著

七個名詞:讚頌 (eùÀoytα; 5:12, 13) 、光榮 (óóçα ， 1:6 , 
4:2 ; 5: 12, 13) 、智慧 (σ。中泊， 5:12) 、稱謝 (eùxoptσTiu
4:9) 、尊威(Tt叭 ;4夕， 11 ; 5:12 ， 13) 、權能 (ÓÚVO l-l t s" ; 4: 11 ; 
5: 12)和勇毅 Ct煦的; 5:12) 。

7:13 作者以長老的一個問題指向正設定的一個答案，即神視者

在 7:14 的敘述，這不單是一個展示穿白衣的人的一個機

會，更是一個啟示，回應 7:9 的凱旋。

7:14 此節考參考達 12:1 。在 7:14 所描述的神視，預示了人類

的最後審判，遠離罪惡的人的結果就如 7:14 所描述。 7:14

的「潔淨衣服」觀念部分引用出 19:10， 14 '以色列于民按
照法律去洗淨自己的衣服。聖者潔白的衣服源自羔羊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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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5:9) 。有些學者曾誤解此血是殉道者的血，其實是
基督的血70。這正是十字架的犧牲(伯前 1:2， 19 ;若一 1:7 ; 

羅 3:25 ; 5:9 ;厄 1:7 ;哥 1:20 ;希 9:14) 。洗淨 (ÉrrÀuvαV)
及使...雪白(沾自悶悶V) 皆是過去不定時態 (aorist) , 
指向聖者在塵世問的生命，他們在世時，已努力戰勝罪

惡，這正是救贖工程成功的其中一個要點，一方面是基督

的十字架事件，另一方面，人要盡力革除惡習，並與魔鬼
作戰，皈依天主， r並以自己的血解救仙台。ωTI) 我們脫
離我們的罪過J (1 :5) ; r把人贖來的yópaoas) 歸於天
主 J [5:9]) 。聖者不是被動的獲救，而是主動以自己的見

證與天主的救恩合作，以信德、悔改及聖事(宗 22:16 ' 
另見瑪 26:27-28) 戰勝罪惡。「大災難」即末世的考驗(達

12:1 ;瑪 24:21 ;谷 13:19 ;默 3:10fl 。

7:15 r那坐在寶座上的，也必要在他們之上展開帳幕 J (K叫
b kα8加svos Èrrì TOÛ 6póvou OKT] VWOSI 'SIT 的TOÚS) (思高

版譯作: r也必要住在他們中間 J )σKT]V白。SI (第三人稱單
數將來時態直說語氣主動語態) ，支搭帳幕之意 (Kαi

ko吋vωσsv Èv ~~IV [若 1:14]) 0 r ，悵幕」再次強調天主與聖
者們同在，而他們將享見天主的光榮k 因為聖者們已在基

督的血中煉淨自己的信仰(宗 15:9 ;希 9:14) ，因此，他

們堪當在天主座前事奉(參厄 5:26) 。

神視者看見在夫主的聖殿中，全民皆司祭， r事奉」

(入ElTOIJpjlα) 不只是由其中某一支派或特殊司祭職務負
責，在天主的帳幕內，所有人都是「事奉者 J 0 聖者們能

夠在天主永恆的寶座前事奉，由於他們在世上選擇了事

奉天主的人生終向，並以此奉獻自己的生命，換言之，

在世的生命方向，一直伸延到永恆的國度中。作者從現

在時態 (ÀαTpSÚOUOIV) 到將來時態 (σKT]V白σSI) ，是強調

從現世的人生抉擇，一直延續到將來，困這事奉不會被

時間所中斷， r 日夜」表示延續之意(路 18:7 '得前 5:5 ' 
默 4:8) ，就是聖殿也分別有自班與夜班當值(編上 9:33 ; 
詠 84) ，因此，在天主永恆的帳幕中，聖者的事奉將不會

有終結。

70 參 Beatus，“hi sunt qui venerunt etc: non ut aliqui putant martyras soli sunt, sed omnis 
ecclesia ; non enim ‘in sanguine suo' lavari dixit .,. sed in sanguine agni." 

71 猶太經師文學中稱之為「默西亞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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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參依 49:10 。本來用作形容充軍回國者，作者借用先知書的

描述來道出末世的情況。

7:17 牧放 (πo1I..la" VE , V) 在〈默示錄〉中曾多次被用在基督身上
(2:27; 12:5 ; 19:15) ，另參詠 2:9 ;依 40:11 ;則 34:23 及詠

23:1 。基督就是這位為羊荷犧牲的善牧(若 10:11 中的「我是」

[èy戶的叫是基督直接的自我啟示)。

這位牧放萬民的牧者，曾引導以色列子民(出 15:13 ;申

1:33) ，成為他們的導師(詠 5:9 ; 86:11 ;智 9:11) ，及引領他

們進入真理(若 16:13) ，在 7:17 '基督親自牧放他們，直到
永遠，到達生命的水泉。與此同時，永恆完滿的生命，也要

求信徒絕對的回應(若 5:4 ;默 14:4) 。這生命的水泉，即天

主(若 4:12， 14; 7:38f.) 。一切曾經痛苦流淚的信泉，將從羔

羊那襄獲得安慰(參瑪 5:4) 。

D. 注釋:第八章

8:1 當羔羊開啟最後一個封印時(參 6:1 ， 3 ， 5 ， 7 ， 9， 12) ，讀者可
能認為會有天地動盪的情況出現，相反地，是「半小時的

靜默J' 半小時之內，任何聲音也沒有，沒有長老或天便進

一言半語(5:5 ; 7: 13) ，也沒有讚頌歡呼之聲 (4:8 ， 11 ; 5:9五，
12[; 7:10, 12) ，也沒有任何活物說: r來! J ( "Epxou '的
等) ，從寶崖上沒有發出雷霆(4:5) ;這次靜默是一個啟示的

暫持靜止狀態(哈 2:20; [直 2:13 ;索 1:7) 。值得注意的，

在凹的靜默是在天廷，不在大地 c 靜默是，皮省天主及體
驗真都始時候 3 特別在禮懂中， í半小時」在時間上不算長，

但在一套戲劇中，是一段頗長的「問場」。靜默之後，是號

角的出現。

E. 神學訊息
從羔羊打開第一個封印聞始，戰爭隨即展開，各種災禍也逐

一降臨天地之間。這是一場羔羊與惡勢力最後的戰役。在這場最
後的「正邪大戰」當中，羔羊與信徒都沒有用任何武器來迎戰惡

勢力，反之，是恆常的忍耐來保衛自己的信仰，並以受難來為主

作出忠貞的見證。對主的信仰，為永恆的生命，信徒們作出「非

暴力」的回應，就算壯烈犧牲也在所不計。在羔羊的榜樣及領導

下， r非暴力」最後終報凱旋。
從羔羊基督以來，在教會的歷史當中，真正的信徒始終是受

迫害者，不過，天主永遠站在受迫害的教會一方，以公義主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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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第一印的解封，災禍的降臨，正是天主表示對信徒的承諾，

忠信無欺。縱然殉道者在向天主喊冤 (6:10) ，這不過表示人性的

一面。但是， I喊冤」也強調出天主是最終的裁判者。另外，也表

達出世界長期處於惡勢力的躁繭底下，看似「正不能勝邪」時 h

羔羊基督已經以祂的十字架粉碎魔鬼對人的操縱，通過十字架，
基督復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邊，信徒通過苦難與迫害，而叉能

夠堅持信仰的，將如羔羊一樣，同享永生。如十字架上的基督，

看似無助，但是，受迫害的信徒最終會成為十四萬四千中的一員

(7:2-4) 。

在苦難之後，羔羊與被選者將獲得勝利 (7:9-17) ，因為羔羊
是「首生者J' 祂以自己的血洗淨了信徒的衣裳，抹幹他們的眼淚
。:17) ，帶領他們到水泉(另參若 15:5 ;斐 4:13) 。這些生命終結時

發生的景象，引領我們從世界的罪惡中超越出來，目光只投射在

天主與世界的美善，堅持信仰，對主忠貞不二。

R 牧職反省

《默示錄〉中的「正邪大戰J' 是教會與魔鬼之間的生死決鬥。
教會為何誓死都要打這場硬仗而不中途與魔鬼妥協?因為這是一場

關乎永生與永死的決定性戰役，甚至流血捨生也要打膀。

這個與魔鬼交戰的教會，是一個甚麼樣的團體?為何魔鬼與教會

永遠勢不兩立?

教會，在希臘文是 kkk入巾，間，拉了文則作 ecclesia '意即城市中
人民的一個政治集會 (assembly) 。因此，羅馬帝國沒有以 'SKKÀTjOtα
或 ecclesia 來稱呼教友團體而稱呼這個基督運動的成員為「基督徒」。

當然， EKKÀTjOtα 這個名詞也包含「民主的宗教團體」的意思。

縱然羅馬人眼中的基督徒團體不是一個集會，但是這些基督徒團

體照顧到民生種種需要，從日常生活到靈性上的培育，團體對每一位

成員都照顧周到。跟一般社團不同的，基督徒舉行宗教儀式來紀念一

個死而復活的天主， Celsus 直斥這個團體是非法集會 (c. Cels. 1.1, 
8 .1 7) 。

戴都良則在他的「護教書 J ( Apologeticum) 維護基督徒是一個

真正的協會( association) 。他更進一步說明這個團體不是政治性的集

會，而是宗教性的聚會，他強調: I我們是一體(拉丁文 corpus) , 
以宗教誓言、生命方向的合一及最人共有的希望來維繫...我們共聚

一堂...我們為君王祈禱...我們相聚共讀聖書...以聖言潤澤我

們的信仰...聚會之後基督徒好像從一所『德行學校』走出來一樣。」

這一所「德行學校」被基督徒從政治詞彙中取了 'SKKÀTjOtα

75 



作為團體的名稱，旨摺曲調這個集會是一個包容性的民主組織，每一

個團體中的成員都是兄弟姊妹，都是天主自由的子女。基於這個事實，

所有人在團體中都是平等， r沒夫沒小」。
教會的真意，就是一個非層壓架構式的組織，這真義相反當時的

羅馬帝國主義，相反魔鬼的仇恨生活模式，因此，魔鬼非定要消滅教

會不可，用盡一切恐怖手段之後，雖然許多人跟隨魔鬼而下降地獄，
但是，在迫害及苦難中堅持信仰的基督徒，卻與死而復活的羔羊，在

永恆的國度中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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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七號角的神視《默示錄) 8:2-11:19 

A. 結構及內容

有些學者認為默 8:2-5 是屬於 8:1 的延續，即第七個印的內容

72 。另有一批學者則認為 8:2-5 是歸納於七號角神視的一部分73 。當

然，明顯地，作者在 8:2 正將七號角給讀者介紹出來: í我看見那站

在天主面前的七位天使;給了他們七個號角。」七號角之後，隨之
而來是有關禮儀的教述(8:3-5) ，如果 8:3-5 不屬於七號角神視，作者

可以乾脆地將此三節放在第二節之前。無論如何，作者將 8:2δ 跟

11:19 形成了一個前後呼應的結構 (inclusion) ，換言之，七號角神視

被放在兩個天廷禮儀當中，究其實， 8:2-6 的序幕，正是七號角 (8:7)

吹響後，一直伸延到 11: 15-凹的結果，開始與結束的神視都出現同

一情景，這正是作者的構思。現將 8:2-11:19 的結構詳列如下:

背景 吹目Ij四號角 二種 第五、六號角 鬧場 第七號角
8:2-6 8:7-12 災禍 9:1-21 10:1-11:14 11:15-19 

8:13 
七天使 第一號角(8:7) 災禍 第五號角 天便與小書 第七號角

與七號 --攪血冰響和火 (9:1-12) (1 0:1-11) (1 1 :15-18) 
角神視 →大地被燒毀 --星從天上打擊大 --天使的面 --朝拜

(8:2) 三分之一 地上那些沒有天 貌:身披雲 --稱謝

禮儀 第一號角(8:8-9) 災禍 主印號的人，但 彩，頭上有 --審判神視

(8:3-5) --燃火大山→三
不可傷害草 虹 (1 1: 19) 

分之一的海變 (9:16) --七雷霆

成血，生命死 --握蟲破壞大地 --不要寫出來 --天主的聖

了，船也毀壞
的描寫:王的出 --時候不再延 殿敞開了

現 長，天主的 --天主的約

(9:7-11)第五號 奧秘必定完 櫃

角=第一個災禍 成 一閃電、響

(9:12) 一吞下小書:甜 聲、雷

與苦 霆、地

--再講預言 震、大冰

七天使 第二號角 災禍 第六號角(9:13-21) 測量聖殿 看

準備吹 (8:10-11) --四天使殺死三分 (11 :1-2) 
號角 --星熾熱如火把 之一的人類 兩位見證人

(8:6) →落在河的三 (9:13-16) (1 1 :3-13) 

分之一及水泉 --馬隊神視的描寫 第二個災禍

上 (9:16-19) (1 1 :14) 

- W.J. Harrington, R虹坐坐坐且 (Minnesota: The Liturgic~1 Press, 1993), 1033-1105; G.B 
Cair叫， ß C冶mmentrv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the Divin~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6), 103-111; Murphy，旦迎世鈕， 236-274.

-, Rolo缸~ Joh且， 103-137. 更有些學者意為 8:3 是七號角神視的關端，參B.M. 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Understand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 (Nashville: Abigdon Press, 
1993)， 6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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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號角(8:12) 給地 一二分之二的人類
一太陽、月亮、星 上的 沒悔改崇拜邪魔
辰的三分之一 居民 和惡行(9:20-21 ) 

受打擊，光也
黑暗7三分之

一

*第三災禍可能是 12:12 中所記載之魔鬼大怒。

B. 注釋
我們根據上列之結構表來作分類注釋。

1. 8:2-6 背景
我們先探究數個問題:誰是給予者?給予什麼?給誰?然

後，我們探究這天廷禮儀的象徵意義。

誰是給予者?是天主將號角給予天使們，這是第二節的無人

稱(impersonal) 的「神學被動」中看出74 。
給誰?明顯地，是站在天主面前的七天使 (TOÙ5 ETTTà 

&yy訕。U5 óì EVWTTl OV TOÛ geoû EOT訂閱σIV) 。天使們靠近天主，是
隨時奉命之意75 。七天使加上冠詞 T。的(伽) ，表示這是一組特定

的天使團。「七」這個數字可對應 1:4 的天主七神76 。在聖經及猶
太丈學中，許多時都會出現七位一組的天使77。根據猶太傳統， r七
天使」是天堂的總領天使，及天主冒意的傳達者78 。他們的使命與

末世事件有關，特別在默 6 中己顯示出來，即七天使與四活物的

工作是類同的，都是傳達天主的旨意"。
在聖經中，號角通常有不同的用途，例如禮儀或戰場上鉤。在

宣佈上主出現時，亦會吹奏號角(出 19:16， 19) ，在宣告雅威最後

的時期，也吹號角(岳 2:1 ;索 1 :16) 。瑪賣福音則以號角預意基

督的再來(瑪 24:31) 。保祿以號角的奏鳴比作末世的來臨(格前

的:51-52) 。多數學者認為〈默示錄〉的作者借用了基督徒的末世

傳統，七號角的吹響，象徵末世的來臨別。因此， 8:2-6 中的七號
角，除了表示天廷禮儀的情況外，對那些沒有天主印記的人，會

74 BDF, f 130 (1); f 313 及 f 342 (1) • èðó6r]aav 的Tóìs ÉTTTà aáÀTTlyy叮
叮 Murphy，旦旦控l鈕， 232.
76 罔上， Rolo缸，每撞， 107; Sw帥，組盤鎧血鈕， 105.
77 多 12:15 ;達 10:13 ， 21 ; 8:16; 9:21 ;路 1:19， 26 ;猶 9; 哈- 20:1-7 。關於哈諾客書，

見 J.H. Charleswo巾， 1'he 01d Testament Pseudeoi !!TIIoha 1 (New York: Doubled旬， 1983)，

5-83. 
78 Ro1off, Joh里， 107.
79 Murphy，.!.!過yl鈕， 232.
80 同上， 232-233; 關於聖戰，參 C.H. Giblin，訂閱 Book of Revelation: The Ooen Book of 

8E盟E扭扭 (Collegeville: Liturgica1 Pre錯， 1991).
1 Ro1o缸，扭扭，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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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帶來宇宙的震動。

關於天廷禮儀方面，在 8:3-5 所形容的，正是聖殿所斬于的禮

儀程序82 。獻香的「另一位天使J (見 7:2; 10:1 ; 14:6; 18:1) 是否
擔任司祭的職位，不可而知83 。

在這種儀中，祈禱的內容沒有被透露，這跟 6:9-11 不一樣，

在 5:8 '香料就是泉聖徒的祈禱。同樣，在 8:3-5 '乳香的煙與聖

徒的祈禱，由那一位天使手中，從地上升到天上，值得注意的，
盛滿了祭壇上的火的香爐所產生的煙，是天主接納了聖徒祈禱的

意思84 。這景象晴指則 10:2 '上主吩咐穿細麻衣的人由草魯賓中問

取一滿鞠火炭，撒在耶路撒冷城上，不過，在新約當中， I降火」

有時用作象徵天主義怒的傾注(瑪 3:10-11) 。在 8:5 中的天使將聖

徒的祈禱如火的拋到地上，象徵聖徒的祈禱如天主的義怒下降地
上鈞。拋火於地的行動正是吹響首七號角的前奏86 。究其實，宇宙
動盪的徵兆，正是天主顯現的標記(出 9:24 ;達 12:1 ;谷 13:19) 。

2.8:7-12 吹前四號角

作者借用了出谷紀中災禍的描寫87。此外還有備經哈諾客書或

西比蓮書 (Sibyllines)88 。例如吹響第一號角後，攪血的冰賓和火
拋到地上，這是出谷記中第七災的寫照，在西比蓮書及哈諾客書

也會提及"。第三號角吹賽時，有一大星如火，從天降下，在西比
蓮書神諭 5:158-161 可以找到近乎一樣的敘述"。第四號角則類似
出谷紀的第九災禍。

前四號角針對自然現象與生物，生物與人類也不幸死亡。
及 11 節) ，人的生命及存在都受災禍所威脅。後三號角則是對人

的直接審判91 。正如天主為拯救以民出離埃及而用了十大災害。如
今，為了新約的天主子民，天主用了類似的災禍。正如天主以正

82 Ro1o缸; John, 107 
的 Swete 觀察到默 8:3 與路 1:11 所提及的那位「上主的天使」不盡相同。參 Sw帥，
企且鐘山色 105 。

84 同上， 106 。

的同上。

86 Murphy，重鐘泌鈕， 235; Swet已企E坐坐涅盤， 107.
87 Mu中h犯豆金到旦!!， 238.
88 Swete，企E坐坐Z控色108-110
個同上。

90 西比蓮書神論是希臘猶太的先知文學集，大概寫於{默示錄〉同期，西 5:158-161 寫

道﹒「一顆大星將白天上降到那神奇的座位上，燃燒座位、巴比倫及意大利土地，因

為許多忠信的猶太聖徒及真實的子民死亡7 0 J 另參 Charlesworth. Pseudeoi!rraol嗨，

335-468; R.H. Mounce, 1he Book ofRevelatio!!, NICNT 何地uf Rapids: Eerdmans, 1971), 
186 。

91 Swete，主E些坐迎鎧"，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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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審判了法郎及埃及人對以民的迫害，如今，天主毀滅了一切迫
害基督徒的地上居民侶。

「苦艾 J' 天象搖動方面，如火的大星降落是天主造訪大地的標

記93 。星的名字「苦艾」在舊約中有跡可尋(申 29:17 ;哀 3:15 ; 
耶 9:14 ; 23:15) 0 r苦艾」本身並非毒草，但是，由於是一種劇苦

的蔬菜，在舊約中，往往被用作受苦與審判的象徵，是背叛天主

的結果"。
r 113 J :在第一、二、三、四及六號角吹響時， 1 1I3 J 這個數字

出現。從則 5:12 及匣 13:8-9 找到 '1/3 J 的兩個背景。在則 5:12

中，只有 113 的人被毀滅。反之，在區的:8-9 中，有的的人生還，

2/3 的人死亡。特別是匣 13夕，天主的正義審判是為與人修和而
設。可以看出，無論則、區或默，天主到處都為人留有餘地，降

災只是為了人的悔改 (9:20-21) 。
「許多 J' 在 8:11 中，縱然學者論說紛耘，這襄所說明的死亡

人數不再是 113 ' 而是「許多」。不過，天主冒不在毀滅人類，只
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因為號角仍繼續吹奏95 。

3.8:13 三種災禍

在猶太文化中，鷹是不潔之物。在是多默示文學中，鷹象徵
羅馬帝國96 。不過， Swete 認為 12:14 中的鷹象徵未來的審判97 。

不過， Roloff否定鷹是天主的使者，只是宣告災難之降臨"。這三

種災禍指向最後的三個號角或隨之而來的兩種災禍 (9:12) 。不

過，最後的一種災繭，並不等同於第十一章中的第七號角。

92 Murphy，扭扭扭立， 238.
93 Swete，企旦旦巫迎鐘~110.
94 Ro1o宜; Joh且， 11 1.
95 Sw咐，企E坐坐迎~11 1.
96 厄四 11:1; 12:11 。在舊約中，有厄斯德拉上下，厄下也稱乃赫米亞。此外，還有厄
三及厄四，被天主教會視為偽經。卷四是一巴勒斯坦猶太人的作品，作者生於公元約

90-120 年，以厄斯德拉自居。(厄斯德拉本是亞郎的後代，為猶太史上一位理想人物，
司祭的模範) .以七個神視的方式，和天主談論以民目前悲慘的局面和耶路撒冷將來的

光榮。

拉丁文版厄-=希伯來文版厄斯德拉書上 (LXX 之卷二. tlP厄 B)

拉丁文版厄二=乃希米亞

拉丁文版厄三=希臘文的厄斯德拉 A. tlPLXX 之卷一

拉丁文版厄四=英文版 RSV 的厄二，其中又可分為三部分，寫於公元一世紀
i.I-2 章(基督徒的引言)

ii.3-14 章(厄斯德拉默示錄， Il!P厄四)
iii.15-16 章(基督徒對話，公元三世紀)

97 瑪 24:28 ，另 Sw帥，鈕坐坐涅盤~111 。
98 Ro1o旺;l.Q撞.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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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12 第五、六號角

第五號角

在第五號角的神視中，捏蟲的形象有三個可能的傳統:

出谷紀、岳厄爾先知書和哈諾客書"。

a. 出 10:12-20 第八災害

b. 岳 1 、 2 天主對以色列的正義審判帥，雅威日子的來臨，
以巨大的握蟲襲擊作序

c. 集合星辰墜落的古老傳統(依 14:12)或天使從天而降的描述

(哈- 86:1 , 3 ; 88: 1) 101 。此天使是被派去替天行道102 。

在早期的猶太或基督宗教文學中，對於宇宙有不間的理論。

特別是有關深淵l的。在伯後 2:4 中，作者舉出古老的猶太世界觀，

深淵正是魔鬼的居處，與地上的世界絕緣l悅。

「煙 J 在舊約中，煙通常指作天主發怒和毀滅的象徵(創

19:28b) ，在此處，索多瑪和哈摩辣被毀滅時，濃煙冒出。

「握蟲 J. 第五號角神視的第二部分是有關握蟲的詳述，此類煌蟲

是「魔鬼性」的生物 (9:7-10) ，這恐怖的形象，描寫正是強調捏蟲的

破壞能力。不過，它們並不是被派來破壞農作物，而是為那些額

上沒有天主印號的人，煌蟲沒有奪取他們的性命，只是使他們受
痛苦五個月。蟑蟲本身沒有君主(竄到:27)'但這支捏蟲隊伍卻有

一個來自深淵的使者來作它們的王子，它的名字「阿巴冬」

( , A~aóOc泊， 1 ì 可:J~) ，顧名思義，正是「毀滅者」之意。另外，
「阿巴冬」是亡者之地(約 26:6 ; 28:22) 。在默 9 ， ，-阿巴冬」不只

是亡者之地，也指死亡的統治者，他對深淵支配著他的權柄 (6:8 ; 
20:13-14)105 。

「五個月 J. 捏蟲傷害了沒有印上天主記號的人五個月，這五個月

正好是一百五十天，是洪水滅世的期限咱們:24) 0 ，-五」這個數字

在聖經時常出現，如五個塔冷通(瑪 25:15) ;五隻麻雀(路 12:6) : 

一家五口(路 12:52) ;五對牛(路 14:19) :五個兄弟(路 16:28) : 

斟 Roloff， John, 114 。
'" Mu中旬，扭扭扭且， 234 。在岳中，當蚱蜢成群結隊進行破壞時，被冠以「煌蟲」之名回
去 Charlesworth, Pseudepigrapha 1, 5-89. 
>è Rolo汀，扭扭， 114
"關於深淵，通常有三環解說:1.地下的一個地方; 2. 一個為魔鬼和天使暫罰或永罰

的地方; 3. 墮落天使的一個初步懲罰的地方。參 Murphy，I!迎世鈕， 242-243.
,. Rolo缸，扭扭， 114
5 希臘文， Aßaóóc...lv 解作毀滅者，這毀滅者專賣破壞天主的旨意，但仍不是天主的敵

入。
81 



五句割i誨人的話(格前 14:19)等。這樣的泛用「五」這個數字，並

沒有特別的用意。如果要解釋的話，解作不夠完滿，亦即終結尚未
來臨l的。

「第六號角 J' 許多學者認為第六號角是獨立的一段經丈，因為第
六位天使在這段落中扮演著一個主動的角色，不過，在一連串的敘

述中，天主始終是主角，她對整個過程處於主導的角色，只有祂超

越一切。在一切天搖地動的事情發生時，天主仍然是時空的主宰間。

「四位天使J' 四位天便的出現頗為突然 (9: 14-15) 。有些學者將這

四天使等問 7:1 所提及的四天使。不過，從使命的角度來看，兩組

天使截然不同，在 7:1 中，四天使是大地四角和四股風的代表，從

天主那襄領了傷書大地和海洋的權柄，在 9:14-15 的天使則負責殺

害世人的任務，他們一旦被釋放，就進行殺戮的使命108 0 9:15 所提
及的「某年、某月、某日」不是四天使的決定，而是天主的意思109 。

「兩萬萬的馬隊J: '兩萬萬J 在原文是“è51σμupláè5e S" J.lUpláè5ων" , 

即 '2xl0，000X 10，000J' 總數是兩萬萬。本身並沒有任何象徵意義，
只是強調多得不可勝數。像第五瘟疫、握蟲'這兩萬萬的馬隊也是

負起傷害人類的任務，不同的是，前者只是躁繭累生，後者則殺害

世人。在則 37-38 和哈- 56:5-6 中，可以找到類似的景象，神視者

將襲擊以色列的軍隊(則 37-38 '哈- 56:5-6) 轉化為襲擊世上居民

的軍隊110 0 ，兩萬萬」這個數字則表示非常之多(達 7:10 ;默 5: 11) , 
並沒有特殊的象徵。

「沒有悔改的人 J (9:20-21) :關於不肯悔改的人，作者對他們的評
論，是理解七號角神親的一個途徑III 。號角吹奏的目的不是為了毀

滅，而是為人帶來轉化或改變。正如法郎決
絕改變而帶來種種災難(出 11:10)112 。

5.10:1-11:14 間場

在第六與第七封印之中包含三個部分:
.天使吞小書的異象(10:1-11) 

106 Roloff, I坐鈕， 116.
107 M呻旬，!，!些草妞， 246.
108 Rolo缸，扭扭， 118
109 Murphy，旦也洹鈕， 247，另參啥-92: 2 
口。同上。

111 Roloff， I且h且， 118. 
112 同上。另參 Murph犯旦坐坐盟，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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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聖殿的異象(1 1:1-2)

.兩位見證人的異象(1 1 :3-14) 

10:1-11 : r 天使吞小書的異象」
天使從天而降，假設神視者現已站在地上，從整章的內容來看，神

觀者該是一位先知(10:11)113 o r你應再講預言」晴示了先知的使命，
是重整某些固有的秩序114 0 r吞小書」是對先知一般的標記115 。盧樂

夫 (Roloft)在某個程度上，將 10: 1-11 平行於 1夕-20. 縱然當中有

某些明顯的分別，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描繪了一位被舉揚的基

督，在第十章中，則記載了一位強而有力的天使，這位天使身援雲

彩，頭上有虹，容貌像太陽，兩腿像火柱，都是天主與天使同在的

形容。雲彩與火柱連貫著以民出谷的經驗，他們在曠野中得到雲柱

與火柱的帶領(出的:21)116 。而頭上的「虹J ·則指向天主與諾厄所
訂的盟約，小書則象徵十誠的石版117 。

10:4 r不要寫出來的命令J' 天主命令神視者勿將所見寫出來，向來

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其中較為符合天主向人啟示的，是要神視者立

刻向世人宣告所見所聞，因為時問緊迫，不能再拖延時間: r時間

不再延長了 J (1 0:6)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因為時間快到，不

再需要寫下將來發生之事，只需要立即直接的宣講118 。

11:1-2 r測量聖殿的異象 J: r r茵場」從 10:1 以“Kαì é't õov" 開始，

延續到 11: 1 "Kαì ~Õóell" (然後)。神視者接到天主交托的使命
(11:1-2) .就是測量聖殿，這使命回應第十章的結語: r你應再講預

言J 0 r測量」是一象徵行動119 。在舊約中，許多例子指出先知受派
替天主說預言時，會有象徵的行為相隨(則 8:8 ;依 20:1-6) 。最接

近 11: 1-2 的平行文是則 40-42 及匣 2:5-6 ·測量耶路撒冷象徵在巴比

倫流徙後重建失修的耶城，但是，在 11: 1-2 中，作者對重建聖城有

所保留120. 因為神視者被吩咐「聖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測量，

3 關於默 1 與 10 的平行對照，見 Murphy，扭扭扭里， 250 。
1 向上， 25 1. 
-，同上﹒

:‘同上。

Mounce，旦旦旦翅盟， 207必8; 另參 Murphy，旦也妞， 251
:i Roloff，些h且， 123.
• J..M. For述，_ß_evelatio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B 38;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5), 176; R.H. Charles, á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v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New Y<位k: Scrib咐" 1920), 
274-275; Murp旬，坦坦坦且， 258-259.

:31 Murphy，旦盆迅鈕，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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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己交給了異民;他們必要踐踏聖城共四十二個月。」換言之，

這反映出一個先知神視主題:耶域將被外族侵襲(依 63:18 ; ffi 
14:2-3 , 12-15 ;加上 3:45 ;路 21:24 等)。

在〈默示錄〉中，聖殿通常指天上的聖殿，但在此處，指的是

地上的聖殿，因為從第十章的描述來推論，神視者是站在地上，非

在天上。因此， r聖殿」在 11: 1-2 比作「教會」最為貼切121 0 神視
者瀏量地上的聖殿，象徵保護教會免受異邦摧毀，這對基督徒來

說，意味著無論教會遭遇到如何嚴重的打擊，天主一定加以保護122 。

聖城將被踐踏共四十二個月，即三年半，如果以陰曆三十日為

一月計，即 1 ，260 天。三年半是「七」年的一半，象徵聖城被毀的

有限性，及天主大能的救贖'免除人的完全潰敗。

11:3-14 r兩見證人的異象J' 兩見證在地上的工作，正代表了忠信

基督徒的先知職務。明顯地，在 11:3 中，說話的是基督: r我要打

發我的兩位見證人... J (參 2:13 ; 21:6)或是祂委派的天使 (22:7 ，
12的悶。

這兩位見證人，不只是代表教會替基督作見證，還在延續教會

一切聖人及殉道者的嘉言善行，為基督的聖言作證說預言，共 1 ，260

天，在這時期內，見讀者身穿苦衣(參匣 13:4 ;谷 1:6 ; 2:20) ，這
表示教會對俗世主義或外邦主義的態度，這態度必須帶有「補贖」

的意義(參納 3:“;瑪 11 :21) 。可以見到身穿苦衣是一種標記，也

是對於世界的另一種「預言」和見證。這 1 ，260 天，是三年半之意，

「七」的一半，表示時間的有限性。

11 :4 的景象和含義引自臣 4:前~ 14 。根據《臣加利亞卜燈臺是

以色列，兩棵供應油給燈臺的橄欖樹，是司祭及皇室，以若蘇厄及

則魯巴貝耳為代表，或聖神恩賜下的一切牧職， <默示錄〉的作者
借古喻今，因他將七個教會比作燈臺 (1 :口， 20) 。從男一角度看，

整個教會就是一盞燈臺，國累信徒的見證來滋養，在聖神的引導

下，保存生命之光常燃不息(瑪 25:4 ;羅 11: 17) 。他們站在宇宙的

天主面前，並在累人之中，承認基督是主。

關於他們口中射出的火(參 1:16; 2:16 ; 9:17) ，是將仇人以證
言之火吞瀰(耶 5:14) 。他們同時具有厄里亞先知的能力，關閉上

天，他們的任期是 1 ，260 天 (11 :3) ，即三年半，一段有限的時日。
他們也被付與梅瑟降災的能力，十大災害中的第一災正在吹響第三
號角時施行 (8:8) ，這襄“OTp坤EIV 的Tà ÈI5 d'lllo" 正是回應出

121 Schüssler Fiorenz耳， Re些扭扭且， 26 1.
122 Roloff, Joh且， 129.
123 這兩位見證人的描述，跟墮 4:2ff有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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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另參詠 105 : 29) 。教會被委以「各種災禍打擊大地」的能力，
立梅瑟所掌之權更大，基督見證者的權柄是來自對主的信德(谷

11:23 '若的:7) 。

神視者跟著預言了教會與羅馬帝國彼此間的作戰，他預視到從

~禱及杜覓慈開始，一直到狄西奧斯 (Decius) ，最後受到狄奧克拉

五安 (Diocletian) 的迫害。表面上，真理與正義潰敗，因見證者會

積殺死。

在 11:8 中，作者用了多重層疊的歷史背景和喻意，來表達羅馬

弓著圈對教會的迫害。這城是一大城，寓意是「棄多瑪」和「埃及J'

這域是殉道者屍體所在處。「索多瑪」是在猶大最敗壞的日子時的

封號(依 1:9f; 則 16:46， 55) , r壤及」則是「束縛之戶 J' 是壓榨和

在役的標記。但這城也是天主子被釘之地，即耶路撒冷。如果神視

真的指耶路撒冷，耶城再不是聖城，因己交給異民踐踏(1 1 :2) 。雖

然耶域的聖殿被量度(即被保護之意) ，但是聖殿外面的庭院除外

1 1l :2) 。

異民(羅馬)已經踐踏耶城，這襄除隱喻教難之外，也隱喻基

督被釘的耶路撒冷，在作者身處的時代，耶城是基督被處死的地

方，也是教會初期信徒殉道之域，因而被奧斯定以「通過殉道受苦

可得永生」的神學觀念，將耶路撒冷喻作「天主之城 J (Civitas Dei) 。

因此，作者以古代的索多瑪和埃及的象徵意義，放在耶路撒冷

封實際歷史環境內，直指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迫害，而耶城本身，

在歷史上亦是殺害耶穌及初期基督徒之地。

兩位先知的屍體不許被埋葬，達三天半之久，這是一個短暫的

亨利。地上的居民因兩先知的的死而高興，並彼此送禮，正表示設

裁者對基督徒的仇恨。因為兩先知在世時曾「磨難」了居民，因為

也倆的作證'是不信者的一種良心上的「磨難J(列上 18:17; 21:20 ; 
谷的0; 默默5f等)。當義人宣講正道時，壞人的良心會自我譴責。

過了三天半這有限的時期後，見證者復活了。神視者從見證者的復

若事件，看到殉道者的教會從被迫害的景況復蘇起來，正如厄則克

互看見生命注入「己死」的以色列(則 37:11-14) 。

見證者的被舉升天 (11:12) ，正因他們的主也是被殺後復活，跟

著乘雲升天，主人怎樣，僕人也一樣，在仇恨他們的敵人面前，被
畢升天。殉道者及各聖者的被舉揚，如保祿所描述的一樣(得前

.. U7) 。

-發生了大地震 J' 在 11:13 的說明當中，正記述了第一世紀亞細亞

一帶的經驗，作者藉此實際經驗來比喻社會與神修的動盪(參則

37:7; 38:19 ;蓋 2:6 ;希 12:26f; 谷 13:8 ;默 16: 18) 。從舊的外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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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生活J 到對主的忠信，作者就以此地震現象作喻。此次地震有七

千人罹難，但比起約十萬人口，仍是小部分。生還者目睹現象，皆

放棄偶像崇拜，歸光榮於天主。「歸光榮於天主」意即萬眾同歸唯

一冀神一一主耶穌。

「第二個災禍」即第六個號角，第七個號角即第三個災禍，它「快

要來了 J (參 2:16; 3:11 ; 22汀， 12, 20) , í快」通常指快要來臨的天
國或事件。

6.11:15-19 í 第七號角」
在 11 :15 '第七號角的吹奏跟前不同，以前的號角，都在天廷萬黨
俱寂時吹響，現在則有「大聲音J '神視者能夠聽到及記錄下來，

發出聲音的可能是活物 (6:1 ， 3, 5, 7) ，他們正代表眾生讚美歌頌他
們的上主與基督。聲音的中心思想是一個屬於世上的權力已經過

去，主權己歸還世界真正的主人:上主和軸的基督，天主要為王至

於無窮之世。「我們的上主」指的是天主，發聲音者是活物，基督

是教會的首領(路 2:26; 9:2的。主權屬於天主及祂的基督，祂倆的

王國合而為一，不分彼此，萬世無窮(格前的:27; 達 2:44;7:14， 28) 。

此時，長老們肩負眾生代表的責任，朝拜天主。通常長老們是坐著，

就算在天主的寶座前 (4:4) ，教會與基督「共王權J (3:21) ，﹒正如降
生成人的基督與天主「共王權」一樣 (3:21) 。但長老如今從他們的

坐席下來，朝拜天主及與祂共王權的天使和教會。長老們代表著教
會，向天主稱甜，這不是一般的感恩，而是對所預許的永生稱謝，

如果天主是「今在、昔在者J' 祂的信徒也一樣承受所許諾的永生。

在 11:18 中，作者提到發怒的「異民 J' 是指比拉多對耶穌的審
判。當年羅馬總督判斷了基督，基督正是教會的頭。到此，教會也

受羅馬帝國的迫害。再擴闊一點來看，世界的惡勢力，也是發怒的

「異民 J' 這些異民與當年的羅馬帝國一樣，以種種邪說謬論迫害

教會。人類最可怕的罪惡，在基督的死亡事件上完全展露。「異民」

發了怒，迫害教會及信徒之後，是最後的時期，是天主施行審判的

時候，祂將復活死者(谷 4:29 ;默 14:15丘)、先知、聖徒及「敬畏

你名字的大者小者」。
先知是教會的先知 (1:1; 10:7); 聖者是教會中的忠信者。而「敬

畏你名字的大者小者J (參宗 13: 垢， 43 ， 50) ，可能是那些已信主但還
沒領洗的慕道者(另參 19:5) 。如果他們誠悅事主，天主不會忘記他

們。他們無論大小(瑪 11:11) ，天主將會也於她的許諾，不分彼此。

那些「毀壞大地之人」的惡行，將是他們面對正義的天主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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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聖殿J (3:12 ; 7:15 ; 15:5ff; 21:22) 與「地上的聖殿」截然
不同 (11:1) ，現在敞開的是天上聖殿的門，殿門開啟後，顯示了天

主的約櫃。在基督身上，天主與人訂立新的盟約(希 8:6ff; 9:15ft)。

敞開的天上聖殿之門顯示約櫃'這圖像告訴讀者降生成人的耶穌基

督，是天人之間的盟約中保，經歷死E後，如今已復活升天，所有
在迫害中的信徒，要瞻仰這末世的希望，這希望將成為他們步向永

生的動力。

當約櫃旁邊出現了閃電、響聲、雷霆、地震和大泳壇種種天上的徵

兆時，七印被羔羊打開，七號角被七位天使吹奏，展示出天國的完
溝景象。當第七號角被吹響時，神視者目睹將來天國的榮耀。這榮

軍在教會邁向完滿途中，從萬農歸一的信徒中展示她的光榮。此

外，誰與羔羊基督同死，將會與祂同生同玉，直到永遠。與此同時，

正義的公審判將從第七號角的吹奏而來。

c.神學訊息
許多學者認為第七號角的吹響 (11:15-19)不單是七號角系列的

高峰，也是〈默示錄〉上半部的高潮所在124 。七號角的吹奏，正是

宣告基督是普世的主(另參 5:1-14) 。在 11:19 中，約櫃出現於聖殿

內，天主的臨在藉著閃電、響聲、雷霆、地震和大冰賽。

如果說 4:1 的「天門開啟神靚」開始了第一部分， 11: 19 聖殿的

打開與約櫃的顯現打開了《默示錄〉的第二部分。而吹響七個號角

的神視正是為所有在教難中的基督徒一個支援，藉此他們可以逾越

一切痛苦與迫害，一直堅持信仰，直到天國最後的凱麗。雖然在旅

途中的教會經常處於世界的迫害，更經常被世敵打敗，但是，在這

惡劣環境中，忠貞的基督徒仍然為真理作證。縱然兩見證者慘死，

但是他們最終能復活升天，這正是一個強烈的標記，鼓勵所有基督

佳為真理作證'最後的結局是信者勝利，仇敵潰敗125 。

值得注意的是，吹奏七號角不是為了報復，而是提醒眾人悔

去。縱然一切相反天主的行動和惡行仍然猖獄，從另一角度看，這

只能反映出天主的忍耐與慈悲，縱然有些人被毀喊，但只是三分之
一，即部分而不是全部 (9: 18) 。這部分的毀滅正是天主慈悲的標記

凶。七號角神親的主題就是:基督的權力駕取歷史。當第七號角被

且 Mu中h弘扭扭垃且， 270 此外， Swete: "the second great section of the Book (4: 1. 11:19) 
白色， as it began, with a vision of the heavenly order."(I且包， 142)、在第七號角吹奏時的

天廷景象(11: 15-19)相對照 4:1-11 '兩者形成一個前後呼應的結構。另參閱 Murphy，

區垃垣旦， 274 '他認為默 4-11 的天廷景象指向現時出現的末世事件，在默 12-22 會詳

組記述。

主 Me包ger，豆豆豆控豆豆且， 70-71
且題上，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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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奏，一切天廷的聲音正是宣告基督為王。作者將當時教會所遭遇

的種種壓迫及迫害，放在基督君臨普世的角度來演繹。犧牲性命'

，外表看來是絕對的失敗，但實際上，堅持信德者，將與基督永生永

玉。

D. 牧職反省

基督宗教帶給世界的，不是分裂與仇恨，而是正義與仁愛，在正

義仁愛的國度中，反映天主的仁慈與憐憫，這才是天國 C the Kingdom 
[如σ心lα] ofGoâ) 的真，意。
這真正的天國，因天主聖三的彼此平等，哥(證最「民主」的生活

模式，換言之，既然天主聖三互相平等，而第二位更降生成為有血有

肉的人，並稱人類作他的朋友(若 15 : 1幻，這些實際的言行，鞏固

了平等的民主生活模式。因此，天國的生活相反一切帝國主義、極權

主義和霸權主義，夫圓的和平 Cshalom) 打開人類美好的將來:一個

充滿正義、和平、整合的宇宙。

不過，就是因為夫國沒有隨波逐流，更從不同流合污，一切相反

天圓的惡勢力就群起對抗，一定要消誠這個天主的國度。在這個時

刻，教會需要忠貞的信徒，以生命為永生的希望作見證。因此，天主

的正義與審判並不是可怕的迫害和裁判，為堅持信仰者，是天主給與

的恩賜，這恩賜是天主的正義進入人類歷史當中，審判人類種種不公
義的事情，為受迫害者伸冤，將一切被束縛的釋放。

耶穌基督和他的教會，都曾為人類的就粵、和希望奉獻了生命，這

奉獻宣布了人類歷史的一個終點 :Q 點。這 Q 點就是天主的正義所

帶來的最大恩賜，即永恆的生命，從惡勢力爭取出來的永生，這 Q

點，簡言之，是康生的終向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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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女人與龍《默示錄} 12:1-18 

A. 結構及內容

從文學類型來看，默 12 與之前的內容截然不同。默 4-11 講及

耶城及它的懲罰，而默 12-20 是關於羅馬(巴比倫)與皇帝(獸)帶出的

鬥爭和懲罰127 。在默 12 以前的段落，是關於七個號角和三種災禍

的默示經驗 (8:2-11:19) 。在默 11 中，作者以天主僕人的終極和對
亡者的審判作結l詣。因此默 12 的女人，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轉變，
亦表示一個獨立的主題。從默 12 的兩個神視開始， <默示錄〉的下
半部由七個神視組成(12: 1胃口:5) 。這兩個神視正是序幕，其中的元

素: ，-龍與兩獸 J' 正是〈默示錄》下半部的發展脈絡之一叫。
向來學者們對默 12 的文學結構都存有不同意見130 。連在章內

的段落來源也出現分歧131 。但是 Schüssler Fiorenza 提出默 12 中的
「數位」或「數字型式」交織成一個整體132。不過 'Charles (1, 298-314) 
始終認為默 12 由兩個來源組成，第一來源基本上來自猶太主義

(1 2:7- 悶， 12) ，第二來源由外邦神話組成 (12:1-5，口-17) 。

.B. i主釋
基本上，默 12 是一章有關基督與撒彈的戰爭(12:9-10)133 。戰

"7 Sweet，旦旦已旦旦旦， 46. 另外， 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An Invitation to th!< .!1且k of 
Revelation: A Commentarv on the Aoocalvnse with Com口 lete Text from the Jerusalem 
旦旦旦 (New York: Doubled呵'， 1981)， 23 ， 25 中，她認為默 II 與 12 的分水嶺是主題之故。

她也提出默 12 是「小書」的發展(10 卜的:4) 。而 A. Feuill剖， 1he Aoocalvns!<, E. Crane, 
trans. (Staten Island: Alba House, 1964)，只;及 A. Farrer, A Rebirth of 1m扭曲: The 
Makin!!: of St. Jo恤 's Aoocalvos!< (Ne明 York: St耳te University of Ne叫 Y前k Press, 1986), 
36-37, 59, 91; 他們指出數字的不同用法，特別是「七」的預言啟示(4-11 ; 12-21) ，所
以默 11 很容易從默 12 分別出來。

128 B.M. Metzg哎'，.!1reakin!!: the Cod!< (Nashr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72. 
129 默 12 與默 13-15 四章正是{默示錄}的中心，不過，默 12 的獨特位置，在於它開

始〈默示錄}下半部的發展。

m 首先，有學者認為默 12 只有兩個神視，其一是女人被龍襲擊(12:1-6， 13-17) ，其二

是彌額爾天使與龍的大戰(12:7-12; 參 Tbe New Jerusalem Bible、 2041) 0 Sweet則認為默
12 共分三個神視。有些認為全章只有一個神視，就是女人與龍。

i3l 有學者認為默 12 欠缺完整的創作，默 12:1-6 及 13-17 '連同 12:7-9 是由非基督宗派

的猶太人寫成， (默示錄}的作者將這些段落納入默 12 之後﹒再附加一段持歌

(12: 10-12) 。縱然 Charles 提出有一位「魔鬼編輯」的理論， !!~有人附加某些段落，但

是， Allo 及 Lohymer反對此主張(A.Farrer， 1he Rebirth of An 1間的 The Makin!!: of St. 
John's Aoocalvos!< [New York, State Univ釘到ty ofNew York Press, 1986] ， 36) 。

132 Schüssler Fiore位a，包且必鈕， 23. Raymond E. Brown 亦從龍、獸與羔羊的神靚，指出
默 12 的整體性(12:1-14:20) (An Introduction ωThe New Testamen!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774) 。

133 B.M. Metag阿巴 The New Oxford Annottated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with Aoocrv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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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後，是天主大勝魔鬼的結局134 。換言之， (默示錄〉是一部關

於時間與歷史終結的書135 。對於反對天主的惡勢力，最終的結果是
天主正義的審判，特別是 12: 10 所描述天主的勝利和基督的權能

肘，綜觀整部《默示錄> '從第十二章到結束，作者以各種文學手
法展示，通過耶穌基督，天主行倒也對世界的主權，下半部分則集

中描繪天主對惡勢力及撒彈的反應137 。默 12 致力著墨於龍的失敗，
正是回應創 3: 15-20 中女人失財令蛇的引誘。默 12 中龍的失敗給予

因迫害而受苦的天主子民一個希望138 。

12: 1 女人
「女人」這個簡單的名詞在學者們中，有不同的演繹139 。大致

上可分為三:

1.以色列國

2. 新厄娃瑪利亞[是/或]耶穌的母親

3. 教會(最多學者支持此演繹)

首先，這位「身按太陽，腳踏月亮，頭帶十二顆星的榮冠」

的女人形象，與埃及、希臘、巴比倫及小亞細亞等地的神話中

的女神有點福似。這些古老的神話常敘述一個母親與她的孩子

反擊像似一條大紅龍的敵人(參 12:13-17)。其中許多故事講及
龍盡其所能去吞滅剛誕生的嬰孩(12:4) 。其中一個神話敘述羅

馬天后接受小亞細亞的崇拜，以她為是神之母，此天后常偕同

(New York: Oxfo吋 University Press, 1962), 1503. 
134 基督的死亡復活正是一股勝利的力量，將人從罪惡所帶來的死亡中，帶到自由的天

圈。

135 Sweet，旦星旦控豆旦旦， 1: “First and foremωt is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pr的ent is the final age 
of world history and that the end is imminent, but the author writes under the gui臼 ofa
prophet or hero of the past, like Enoch, who is conducted in vision around heaven and 
hell by an interpreting Angel and told the people up to the end ofhistory." 

136 G.R. B削ley-Murray， H.H. Hobbs & R.F. Robbins, Revelation: Three Viewooints 
(Tennessee: Broadman Pres圍， 1977) ， 3.

137 同上， 197 ' 
138 在第一世紀，猶太與外邦基督徒見證及經驗羅馬帝國的迫害，默 12 襄充滿象徵意味

的先知位文學手法，正是表達出小亞細亞一帶的基督徒所遇到的宗教掙扎(參

Schüssler Fiore間， fu血姐姐， 27) 。此外，許多學者多認為{默示錄}的寫成是為了
教會的將來或甚至最後的臼子 (1:3 ; 22:30) (參 Feuill伐，企且旦控訟S<， 8, 14, 
Beasley-Murr旬，追星草E旦旦~， 58.) 。

139 Brown 認為「女人」代表以色列，迴響著若瑟的夢(章。 37:9) (New Testamen1, 776) 。
Metzger 則認為這「女人」是天主子民理想團體的一個擬人化表達，首先是猶太傳統，
即瑪利亞誕下默西亞耶穌，隨之是基督宗教傳統，以龍象徵惡勢力或迫害教會的政

治權力 (12:6) (旦到s<，74) , Swe旭t 則以多元化的形象來解釋:厄娃、以色列、瑪利亞

及教會也包且越鈕，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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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神性的孩子，這個神話圖像在若望的年代甚為流行lω 。囡

此，有些學者認為默 12 中的女人與龍是外邦神話的一種「再
演繹」或「再改編 J' 而並非純粹一種猶太默西亞式的期望141 。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持相反意見，他們多認為默 12 是對外邦

主義的一種譴責I衍。究其實，默 12 中的「女人」充滿力量、
美麗與權能，是「天上的大異兆」 l43 。這「女人」是個大異兆，
並非因為她是女神，而是她的力量及她的住處。她居於天上，

身披太陽作斗蓮，腳踏月亮如平地，教會身按太陽所象徵的永

恆真理，超越一切地上之物(另參 19:8) 。這「女人」的天上
后座l 被「十二顆星」所證實，她的榮冠不是地上的金銀珠寶，

而是天上的星辰，這異象顯示出她的強大力量l抖。
綜觀之，這「女人」可被解釋為:

l.聖母瑪利亞(教父及中世紀神學家)

2. 天主子民: a. 以色列子民(擬人化)
b. 基督徒團體(教會)

C. 以色列子民+基督徒團體

3. 天主的智慧

4. a+ b =瑪利亞及教會

在新約的範疇裹，這「女人」最好被解釋為以色列子民及
基督徒團體。以民好像一個待產的女人，誕下她的嬰兒，即基

督的教會， í女人」因而成為一個團體的代表。如果解作聖母

瑪利亞，則要聯同創 3: 15 中的「女人」的預言。不過，肯定

的是，默 12 中的女人產子，不是自冷的耶穌誕生。

12:2 女人的產痛
這女人雖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榮冠，但是，

當她生產時， í產痛」、「苦勞」、「呼疼呻吟」的情形相繼出

140 參 Schüss1er Fiorenza, l!!血型鈕， 124 。
141 參 Charles， 1, 298-314; Schüss1er Fiorer間，包泣且也且， 1250 Schüss1er Fiorenza 尤其強調

12:1-5 ， 13-17 。

142 有學者認為若望利用麗桃(Leto芳草個神話去挑戰及反對羅馬人對默西E的敵對，因為
許多羅馬君王視自己等同女神麗桃之子阿頗羅。 Sweet則認為若望警覺到羅馬和希

臘一帶神話的影響，例如麗桃與阿頗羅的故事，及羅馬女神與「偉大母親」絲碧麗
Cybe1e 崇拜的聯繫隘旦控控且， 4)。因此，若望非但沒有引用神話來源，反之，以{默

示錄}來攻擊它們(垃旦控控且， 194) 0 Mounce 更清晰地指出，若望絕不可能引用外
邦神話作聖經內容，因基督的信仰強烈反對任何外邦主義和不道德的行為 (Mounce，

旦旦旦凶且且， 240) 。

1的大異兆(OT]~ÊIOVμÊyα) 在{默示錄〉中只用了三次 (12: 1 : 3:15) 。
144 Mounce, Re旦控控且， 235. 他認為「十二」指向十二宗徒或十二支派，或兩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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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í生產」與「產痛」強調一個新生命的誕生l衍。在新約

中，產痛(山ÕIVO凹的通常解作「將臨的事 J '或更直接地

指向默西亞再來前的景象146 。正如耶穌對門徒說及世界必需

經驗產痛後，才進入天國(瑪 24:8 ;若 16:21) ，另參考得前

5:3 。

12:3-6 í龍與女人」的神視
「龍」與達古的蛇和撒彈有關147 。因此，可被看作教會的頭

號敵人148 。這七頭大龍代表了當時曾迫害教會的埃及、巴比

倫及羅馬149 。在龍與女人的接觸中，讀者看到第一世紀教會
遭受羅馬的迫害。「龍」的身份在 12:9 述說得最詳盡:遠古

的蛇，號稱魔鬼或撒痺，此龍擁有巨大的力量，在天上出現，

因此也被稱為一個異兆 (0η凶OV) 。龍的巨大力量足以將天
上的星辰勾下三分之一150 。這龍好像伯前 5:8 中的獅子，尋

找可吞食的人。但是嬰孩卻被救去，提到天主和祂的寶座

前。 Metzger認為這男孩就是耶穌，因為在第五節中說明: í祂

就是那要以鐵杖牧放萬民的 J (另參 2:27 ; 11:18 ; 19:15 ;詠
2:9)的 1 0 因此，將男孩提去的另一個意義，就是耶穌升天的
事實152 。

女人則逃到曠野中(參出 15:22 '以民從埃及逃往曠野)。在
世上，女人要跟撒彈作戰，女人正代表教會及眾天主子民與

145 劃 3:16 (LXX) ，依 7:14; 6日。
146 Brown 認為女人的產痛象徵耶穌完成默西亞使命的「死 J (主血血型， 791) ，這應驗了

1:5 中所述的那位「忠實的見證，死者中的首生者 J' 這些說話用來鼓勵受苦中的基

督徒，對永生要懷有希望。

147 Sweet 認為在七十賢土譯本中，龍是飛龍「里外雅堂 J(依 27:1)(參k些挫盟， 196) 。
這飛龍與 13:1 的海怪有聯繫(達 7:2ff.) 。

148 同上。

149 參詠 74:14 中的里外雅堂等。

150 教會和許多學者將魔鬼的來源設論在墮落的天使他血， 2041 ; Sweet，區旦控股且，

2∞)。此學說源自哈- 6-36 '特別是 6-7 章。哈- 6:2-3,“And the angels, the sons of 
heaven, saw them and desired them. And they said 10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h∞se for 
ourselves wives 仕'om the chi1dren of m凹， and let us beget for ourselves chi1dren." 究其

實，舊約未曾明言天使們會失足犯罪。另參亞當與厄娃傳 12-16。亞當與厄娃傳 12:1-2，

“And with a heavy sigh the devil said, 0 Adam! All my hostili旬， envy， and.sorrow is in 
consequence of you, for it is b配ause of you that 1 was driven rrom my glory, which 1 had 
in heaven among the angels, and because ofyou 1 was thrown out onto the earth." 13:1-2, 
“It was on account of you that 1 was thrown oul of heaven. When you were formed 1 was 
expelled from the presence ofGod and banished rrom the company ofthe angels." 

1日 Metzger，旦旦旦， 73
152 同上。另外，猶太的塔耳慕得 (Talmud: Jer. Berach. Fo1. 5 ， 1) 會形容過一個類似的形

象，在耶城陷落後，默西亞在降生後，旋即從祂的母親處，由一風風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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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門爭(依 54:60 ; 66:7 ;米 4:9-10) 。這正是被迫害的「曠

野經驗J' 從舊約到新約時代的教會，都有被迫害的經驗。「女

人J的形象正好代表教會找尋庇蔭(出 2:15 ;列上 17:2;19:3;

加上 2:29-30) 。至於 1 ，260 天 (360x3.5) ，即三年半之意，迫
害的時期是有限的，不會長久，曠野只是一個煉靜之地，女

人的情況，正是教會的寫照，由於犯罪，要流徙曠野，教會

走過曠野，等待救援。

12:7-12 天上彌額爾和龍的戰爭
在默 12 整整 18 節中，可分為三個單元:

12: 1-6 女人與龍的神視

12:7-12 彌額爾和龍的戰爭(全章的中心)

12:13-18 女人受龍的迫書

7-12 反映了初期教會最沉重的教難153 。龍所代表的教難與「誰似

天主」的總領天使彌額爾展開大戰154 ，展示天上主權的互相
交鋒，但是最終仍是天主戰勝魔鬼。 12:10-12 的凱援歌正是
彌額爾戰勝撒彈的詩歌。撒彈被形容為「弟兄的控告者」

(1 2:10 '另參臣 3:1) ，當「控告者」被打敗，永遠的勝利在

望，在羅馬帝國迫害教會時，教眾遭受誣告正是殉道的原

園。天使的勝利，同時是教會的勝利，勝利的原因有二:羔

羊的血及教會的見證/殉道(另參 5:6 ; 13:8) 。羔羊的血，與
加音喊冤的血(劃 4:10) 和殉道者的血(哈- 22:5-7 '參

47:1) 。究其實，天使的勝利，首賴基督的血 (22:16) 及見證

者對基督的作證(19:10 ; 1:2, 9 ; 20:4)155 。因此，耶穌在教
會中的工作，不只為天使，更為信徒帶來勝利。

12:13-18 女人、後裔與龍
龍追趕女人，正如法郎追趕以民(出 14:8) 。但是，有大鷹的
兩個翅膀給了女人，象徵天主的德能以最快的速度保護她

(出 19:4 ;申 32:11 ;依 40:31 ;則 17:7)15人龍吐出像河的水
象徵魔鬼的勢力157 ，龍口中吐出的魔鬼勢力正相反一切出自

153 Schüssler Fiorenza, In豆錢也J!， 123.
154 Sweet，旦虹d型盟， 9. Sweet認為此處之正邪大戰與創 3:16 互相平行。另參哈-90:14。
的同上， 199. Mounce，垃些坦坦且已 247; Mounce也認為女人逃到曠野的圖像，可以追溯
到猶太戰爭時，巴勒斯坦人逃往曠野的歷史(歐瑟比， Hist. Eccl III. 5) 也包鎧鉛鈕，
274) 。

156 Be品ley-Murray，迎豆豆但且盔， 113.
157 Sweet，旦笠坐坐旦旦，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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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口中的聖言(1 :16) ，或從天主和羔羊寶座所流出的生命

之水 (22: 1) 。當然，這從龍口吐出的水象徵惡勢力，也象徵

羅馬帝國的迫害。大地裂開，吸了那要吞沒女人的水，象徵

代表援助與善良的力量(創 1:31 ;弟 4:4) ，打退襲擊女人的
惡勢力，並且對抗著惡勢力及撒彈謊言的江河158 ，正如地裂

將科辣黑和他的人吞下到陰府(戶 16:30-34) 。不過，龍並沒

有罷休，與為耶穌作證的人交戰，站在沙灘上，與此同時，

海裹上來另一隻獸 (13:1) ，龍站在沙灘上，展開海獸上來
的序幕。海象徵地中海，而獸是羅馬帝國，繼撒彈去迫害教
會問。

c. 神學訊息

為這個充滿災難的世界，默 12 好比一個希望與鼓舞的訊息。

正如初期教會忍受迫害，現代的教會也同樣經歷種種迫害與困難。

默 12 的神修觀告訴我們，所有基督徒因與聖子耶穌的契合，祂「將

我們由罪惡及魔鬼的奴役中解救出來J (GS. 22) 。在我們的磨練中，
天主通過聖子使我們得到超越困難的力量。，縱然魔鬼經常衝擊我

們的教會，但是，基督的教會一定獲得最後的勝利(12:11) ，就算為

主作證直至流血殉道，永生將是我們殉道的保證。

D. 牧職反省

正如本章釋經所得之結果，大戰中的「女人」喻作教會較為恰當，

這「女人」身負重任，與「後裔」基督緊密合作，保護天主的子民，

縱然「女人」向來是被歧視的一群，特別在猶太、羅馬及東方文化傳

統中。這表示「弱小者」的一個名詞一女人，在默 12 章中罕有地「身
披太陽，腳踏月亮J 的大放異彩。

其實，除了主流的用男性或男性的代名詞來形容天主外，在希臘

名詞當中，有三個特別的陰性詞彙用來說明天主的某些本質與屬性。

它們是「智慧J (σ。中，lα) 、 「愛 J (ò:yáT1T))和「光榮 J (oóçα) 。

1. r智慧 J (σ。中，lα)

耶穌是天主的智慧， r智慧」一詞，在希臘文的丈法中屬陰性，

但是耶穌本身是男性的天主聖言 (Àóγ05 )，這說明了這天主「聖言」

等同天主的「智慧」。在天主的國度中，困聖言與智慧在耶穌身上同

時存在，男與女因此平等地合而為一。

158 Sweet，旦旦坐坐坐呈， 205 。
159 Brown，豆豆旦旦旦，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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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中. r智慧」往往被「位格化J (a personified Wisdom) 
而成為天主的正義(黨 8:15-16 ;智 10 : 15-19) 。這陰性的「智慧f
注重社會上的正義，將不公義的社會引領到正義和愛的大同境地。

2. r 愛 J (Ò;yÓTTTj) 

從哲學的角度看. r愛」是天主屬性之一。按若壹 4: 16 基督是

r{立格化」了的天主的愛，由天主出發到受造物中間。為宇宙間一切

受造物，天主在陽性的聖言身上啟示了陰性的愛。這愛是天主對受造

物的一股神性動力。而愛的高峰，正如耶穌在若 15: 13 所下的定義:

「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j 這「愛」

在若 17 到達高峰:天人合一(17:21)。天主聖三的關係'是由愛來

維繫，因著第二位降生成人的愛，天人從此結合為一。這「愛」啟示

了天主的光榮。

3. r光榮 J (oóçα) 

天主的光榮，在耶穌身上展露無遺(若 1:14)。我們在耶穌的言

行中，看到這降生成人的天主光榮(若 11:4. 40)，而耶穌經常提及

光榮的來臨(若 12:詣，的:3 1， 32; 14:13; 15:8; 16:14; 17:4 , 5 等)。
而天主的光榮，只可憑信德的眼目才能瞻望。

綜言之，天主聖言是天主的智慧、愛和光榮，三者將天主的真理、

生命和美善通傳給受造物，因此，所有受造物都反映著天主的光榮。

如果天主聖三因愛而共融合一，這同樣的愛也將天人合而唯一。

這三個陰性的希臘名詞，說明一個早已在聖經中啟示但叉被人忽視的

大道理:天主之內沒有高低之分，因為，我們都是耶穌的朋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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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獸與羔羊《默示錄) 13-14 

從十二章開始， <默示錄〉的下半部由龍與女人、獸與羔羊作
序幕(13-14) 0 4:1-11:19 針對猶太主義， 12:1-20:15 則集中羅馬帝國

對基督徒的迫害。在十二章中，我們看到神視者若望目睹男孩被巨龍

所追趕，龍後來被總領天使彌額爾制服。在攻擊基督的行動失敗後，

現在矛頭轉向基督徒。因此，默 13 以龍的助手作始。十二、十三及

十四這三章就成為 12:1-20:15 這大段落的序幕。作者在默的中首先

以獸的負面形象，跟默 14 羔羊的正面形象作一強烈對比。

Á. 注釋
13:1-10由海上來的獸

跟 17:7 對比之下， 13: 1 的獸的形象，同是十隻角和七個頭，
不過， 17:7 的獸，主要是跟「婦人」一起，這婦人原是巴

比倫的象擻，她痛飲了聖徒和為耶穌殉道者的血。按 13: 1 
及 17:7 所述獸的出處都是來自深淵。獸的七個頭，如 17:9

所描繪，是婦人所坐的七座山，也即是七位君主160 。
獸的十隻角象徵十個君玉，但這十個君王並沒有自己的王

圈，縱然他們將有一個短暫的帝國，其實只屬於羅馬帝國

末期，代表從帝國冒升的一股力量，正如獸上冒出的角一

樣，這些角因此順理成章地引出帝國帶來最壞的局面161 。

他們全都同意將自己的王國交給那獸，直到天主的話得到

完滿那天，而那婦人就是羅馬帝國，統治天下萬園。從默

17 看回來，如果那婦人就是羅馬(17:18) ，那末，獸就是
羅馬帝國對外的控制權。

「海」就是羅馬帝國的海軍勢力(參 14:8 中的巴比倫) ，這

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打從一個比較神話式的說法，在古代

近東的神話中，海象徵一個原始的混亂。按照傳統的說法，

海在世界的西方，羅馬正是那從西方(海上)來的獸，這意

味著人類的歷史正進入一個危險時期(舊約中有關水的毀

滅，參劃 6:17;9:11 ;出的:8 ;蘇 4:23 ;詠 33:7; 77:16 等)162 。

1曲 Lohse 認為神視者根據一古老的傳統，世界的歷史分割為七個統治者，他引用這傳統

來說明教會的現況，他看到第八個恐怖統治者即將出現，將世界搗亂成為天主的一個

敵對者，因此將世界帶往終結。參 E. Lohse, I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Noshril1e: 的ington， 1981)，泣。

161 Sw嗨，扭望也腫， 219.
1缸另參達 7:7 所述的十角獸。依 27:1 明顯地說明上主到那一天會親自懲罰「里外雅堂J

飛龍外，還會擊殺海中的蚊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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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造物主與海獸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巴比倫文學l的。

若比較這海獸與 12:3 (有一條火紅的大龍，有七個頭，十隻

角，頭上戴著七個王冠)及 13:3 (我看見那獸的頭中，有一

個似乎受了致死的傷，但它那致死的傷卻治好了) ，可以看

出，在〈默示錄}中很可能存在一個歷史或文學(內在)的出

處，事因只傷其中一頭海獸，並非整個身體受傷。這很可

能是一段歷史事實的反映，例如尼祿玉和他神話式的傷

口，相傳尼祿死後，他的神魂仍活人間164 。許多傌裝尼祿
並沒去世的人從公元六十九年開始，一直到八十八年，都
到相傳尼祿復活的地方「朝聖」 165 。

話轉回來，從這個受傷的頭及它的內在象徵意義來看，在

《默示錄〉中存在著「君王崇拜」和「基督徒團體崇拜」

的平行對照，即君王與基督的平行對照。基督在〈默示錄〉

中被形容為「被宰殺的羔羊J' 重點放在祂的死亡與勝利，
正如保祿神學中，基督的被釘與復活的不能分割性一樣。

羅馬尼祿王的歷史性描述，正是與歷史性的基督互相對

照，例如 13:4 ' r誰可與這獸相比? J 輿詠 89:9 ， r上主萬

軍的天主，有誰能夠相似你? J 另外，對獸的崇拜等同對

撒輝的崇拜(13:11-12) ，亦即是對君玉的崇拜166 。
在 13:8 中作者說明，地上的居民，凡名字從創造之初沒有

記錄在被宰殺的羔羊生命冊中的人，都要朝拜那獸。究竟

「創造之初」與「被宰殺的羔羊」有什麼意思?是否作者

晴指在創世之初，羔羊已被宰殺?或在創世之時，羔羊己
註定被宰殺?或是這羔羊本身是一隻從開始己是「被宰殺

的羔羊 J ?在{默示錄〉的範疇裹，這最後的解釋最為恰
當。

至於「生命冊J' 可參考出 32:32-33; 17:14 及申 29:20 。另

參閱達 11 :33 。如果從創世之初，羔羊與惡勢力已勢不兩
立，而那些沒有記錄在生命冊的人是跟隨了魔鬼之故。這

羔羊不是被註定要被宰殺，而是一個超越時空的描述，誰

朝拜天主跟隨被宰羔羊的，從創世之初直到世界窮盡，都

163 D.S. Russell, 1he Method and Messa l!e of Jewish Anocalvntic: 200 BC-ADIOO 
(Philadelph旭: Westmins尉， 1964), 123. 

1甜可以 Durar哎， çaesar and Christ: A Historv of Roman Civilization and of Christianitv from 
Their Bel!innin l!s to A.D. 32~ (New Y<前k Simon & Schuster, .1993), 248 中記載，當尼祿王
逝世後，許多人上街表示高興，但有更多人哀悼，因他對窮人甚為慷慨，對強權則鐵

面無私。

1自 J.M.Fo吋，旦旦旦回旦旦(New York: Doubled呵， 1975)， 21 1.
1師羅馬的君王被視為「神之子J (Oc.lTTJP) 或主(附Ip'I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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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羔羊的救恩，被記錄在生命冊上。

13:11-17 由地中上來的獸

的:11 的獸不是來自地中海，相反，是地。它有兩隻相似羔
羊的角，但是，說話像龍，這或可能指向從撒彈口中說出

的話，為「君王崇拜」護航。如果將「海」解作「地中海J'

而「地」是「巴勒斯坦J' 那就會對耶穌提供一個負面的平
行，國耶穌是生於巴勒斯坦的一位先知，另外，獸擁有一
雙相似羔羊的角，按照猶太民俗學，這兩隻原始的獸含有

末世的象徵功能(厄四[厄二<RSV>] 6:49的“7 。
這地獸使所有人在右手或額上打了一個印號(參出 13:1-10，
11-16 ;申 6:4-9; 11:13-21) ，在古時，男人通常都有刺青，

表示自己隸屬何人168 。在默 13 '所有自主的和為奴的，無
論大小貧富，都打了印號，表示他們全隸屬於這獸，作牠
的奴隸。這獸就是那位企圖號令全世界都朝拜 í反基督

者J' 並且迫害那些拒絕朝拜的人，這是強制性的「君王崇
拜」 169 。

在羅馬的民間宗教中，人民相信，成為神明並不困難，所
謂舉頭三尺有神明，他並不離我們很遠170 。當然，這相反

《默示錄〉作者的信念。對凱撒的崇拜，從政治上來說，

是統一大業的一個重要手段。除了凱擻，沒有其他神祇的

時候，凱撒可以獨尊天下，而且誰崇拜凱撒如神明，都會

被頒證書叭。獸的言論是「反先知 J' 推行「反基督」的行
為172 。獸所行的大奇跡(參列上 18:38) ，正是假司祭迷惑他
們的信眾，使之服從的技倆173 。

13: 18 獸的數字

167 RSV 厄二 6:49，“Then thou didst keep in existence two living creatures; 自.e name of one 
thou didst call Be'hemoth and the nam峙。fthe other Leviathan." 

168 Beasley-Murr旬，旦控且也鈕， 218
1的同上， 206 。另參 Swete，企且旦垃路里， 169，“Thus in the immediative view of the Seer the 

second beast r叩resen的 the sorcery and superstition of the age eng晦ed in a common 
attempt to impose the Caesar-cult upon the provinces, behind which there lay the Satanic 
pu巾的e of bringing ruin upon rising Christi且n brotherhoods. In its wider significance the 
symbol may well stand for any religious system which allies itselfwith the hostile forces of 
the world against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1"0 P. Veyr峙，“The Roman Empire," in 企E益迎wofPrivate Li fe. Vol.l: From Pal!an Rome to 
fué且也旦旦， (Cambridge: Belkn旬， 1987), 209. 

171 Ford, Revelatio且， 214 。

172 Beasley-M叮ray，旦旦坐坐妞， 207 0

173 S.J. Scherrer,“Sings and Wonders jn the Imperial Cult: A New Lωk at Roman Religious 
Institution in th唱 Light ofRev. 13:13-15." JBL 103 (4, 1984)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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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13 的獸被付予「宣講」的任務，它替第一隻獸作出宣言。

它的數字是 666 。在默示文學中，如果「七」代表完滿或
完美，那麼， í六」就是「七」的一個欠缺，而三個「六」
表示完全的不完滿和那惡174 。正如 Bouquet 認為，在第一
世紀，用數字來代替名字是十分普遍的175 。尼祿王的希臘

版在希伯來文是 iO戶口哨，七個字母的數值加起來是

666176 ，拉丁版在希伯來文的數目直則是 616177 。

14:1δí 144,000 J 

數字的主題從默 13 伸展到 14:1-5 ' 144，000 是信者們的數

字，他們是獸與它的追隨者的「反對者」 178 。這 144，000
是誰?他們是猶太基督徒、被選者、獲救的基督徒、末日

得救者、成全的受害和犧牲者、羔羊的司祭追隨者、熙雍

山上的默西E戰役的羔羊軍隊、所有追隨羔羊致死的人、

及所有羔羊的門徒179 。究其實，這 144，000 人中，包括以
色列的十二支派及外邦信眾 (7:9) 。不過，在 7:4 只提及「以
色列子孫各支派中蓋了印的」。但是在 6: 11 中亦提到「那
些將要如他們一樣被殺的弟兄J' 不過， 7:4 指的是受猶太

人迫害的殉道者，而 6:11 則指羅馬帝國迫害的基督徒。 7:9

平行於 14:6 ，都指示出歸化的外邦人。由於 144，000 = 12 x 

12 x 1,000' 12 可解作十二支派或十二門徒，可以包含猶太

人與外邦人。
值得注意的，是「仍是童身J' 這可解作基督徒的「天使狀

174 有些手抄卷寫作 616 。

m 例如在龐貝城一塊牆上寫著: '我愛她，她的數字是 545 0 J 另一處應在公元 79 年前
寫在牆上:'阿美利魯士想念他的愛人哈蒙妮阿，她尊貴的名字是 45 (或 1035) 0 J 

卅一般而言，學者認為 666 象徵「尼祿王J (iOP i' i j : 6+鉤。+50+2∞+50+100 = 

666) 。有些學者反對將「凱撒」的拼法為 iO巾，但自尼祿王登位第二年的一份阿蘭

文獻“Murabba 'ât" 將他的名字拼成 nrwn qsr, qsr 的兩個子音被破壞，但是 q與 s 之

闊的無母音字母還在。參 D.R. Hillers,“Revelation 13: 18 and a Scroll from Murabba 
'ât," B.ulletin ofthe American Schools ofOriental Research 170 ( 1963) 的。另外 Baines 認
為在公元 72 年發行的錢幣上寫著“IMP CAES VESP AUG P M COS IIII" 。如果操阿

蘭艾的讀者將之翻成希伯來文字，會被寫成 ymp qys wsp 'wg p m kws d，將這些字母的
數值加起來，就是 666 。參w.G Bain筒，‘'TheNumb仗。f the Beast in Revelation 曰:18，"

Hevthroo Journa! 16(2 , 1975) 1 垢。

177 B.M. Me地zger， A Textual Commentarv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 2nd ed. (Stuttga口:
UBS, 1971), 676. 

78 Elizabeth Schüssler F的時也a， The Book of Revelation: Justice and Judgmen!, 2nd ed. 
(Phil旭delphia: Fortress, 1988), 18 1. 

179 同上，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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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lso 。這可能是〈默示錄〉的作者引用了啥一 15:2-7 : 
“And tell the watchers of heaven on whose behalf you have 
been sent to intercede. It is meet (for you) that you intercede 
on behalf of man, and not man on your behalf. -For what 
reason have you abandoned the high, holy, and eternal 
heaven; and slept with women and defi1ed yourselves with 
the daughters of the people, taking wives, acting Iike the 
children of the earth, and begetting giant sons? Surely you, 
you [used to be] holy, spiritual, the living ones, [possessing] 
eternal Iife; but (now) you have defi1ed yourselves with 
women, and with the bJood of the flesh begotten children, 
you have lust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people, like them 
producing blood and flesh , (which) die and perish. On that 
account, 1 have given you wives in order that (seeds) might 
be sown upon them and children bom by them, so that the 
deeds that are done upon the earth will not be withheld from 
you. Indeed you, formerly you were spiritual (having) 
eternallife, and immortal in all the generations of the world. 
That is why (formerly) 1 did not make wives for you, for the 
dwelling ofthe spiritual beings ofheaven is heaven." 
縱然有些學者堅持這 144，000 是童貞之身，或至少是暫時

禁慾的人的l 。不過，根據舊約的神學觀，那些淫亂的是指

崇拜偶像、離棄天主、與偶像行淫悶。在《默示錄〉中，
巴比倫常被比作羅馬帝國，而在羅馬帝國中有「君主崇

拜J '這 144，000 就是那些從來沒有在「君王崇拜」中站污
的。他們有一個使命，就是在四個活物和長老前唱一首別

人學不會的新歌，他們的工作，既然在寶座前唱歌，就是

聖殿之歌，這正是司祭的職務(編上 25) ，這也是天堂上的

司祭職，以天使的形象環繞在天主的寶座四周，這一切完

全相反在啥-15:3 的「守望者之書」中所描述的敗壞的司

祭: r為什麼你要離開那高尚、神聖和永恆的天堂，與女人

們睡覺，及因與人類的女兒而招致不潔... ? J 1鈞。但是眾

180 D.C. Olson “These Who Have Not Defiled Themselves with Women: Revelatìon 14:4 
and the Book ofEnoch," CBQ 59 (3 , 1997) 493. 

181 Olson,“Women," 495 。
182 R. Devine,‘'The Virgin Followers ofthe Lamb，"坐血旦旦 16 (33, 1964) 3 。
18301son,“Woman," 501.另外， Olson 更列舉一些例子，來引證人類被形容為天使的證

據，例如 IQH 3:21-22 ;默 21:17 ;路 20:34-36 ;保利家殉道錄 2:3 ;依撒惹亞升天錄

8:14-15 等，正如他說: “Everything points to a widespread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earliest Christians that the redeemed are destined to acquire angelic status and perhaps even 
become angels, but the concept is apparent]y so well known and so uncontroversial that 
neither explanation nor defense is believed necessary." (“Women," 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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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卻不然，他們否認「獸」的教訓，為真理逃亡、被

迫害，最後以「死」戰勝魔鬼的操控，正如被宰的羔羊一

樣。

14:6-20 收割的時期

第一位天使宣佈天主審判的時辰已到，各人都應欽崇上

主。第二位天使則宣佈巴比倫的陷落(參依 21:96; 耶 51:8 ; 
達 4:27 ;伯前 5:13 ;默 18:2) 。第三位天使宣佈了獸的追隨

者的下場，就是要喝下天主憤怒的酒。這三個宣佈正好為

信徒作出一個正面的鼓勵，那些追隨獸的人永得不到安

息，但基督徒卻在主懷中安息。

在 14:14 出現那位相似人子者，坐著白雲而降(參達 7: 13) , 
正準備收割。第四位天使走出來宣佈收割的時期己到，跟

著坐在天上那位相似人子者就伸出鑼刀肢割，這位人子就
是第二次光榮來臨的君王耶穌基督。

祂不需要再戰勝罪惡，因為站已完成了(3:2) ，他這次來只

是收割，祂手中拿著的不再是劍，而是鑼刀，這可參考 1: 13ff 
及 19:11ff 。作者在這真要強調的，是基督帶著第二次光榮

來臨的正義審判，來戰勝罪惡和死亡。

在先知文學中，無論是麥或葡萄的收割，象徵顛覆了以色

列的敵人，是他們失敗的成熟期。作者所說的「收割了地

上的葡萄j' 與「荒淫烈酒j(14:8)及「天主憤怒的酒j(14:10)

一起解作地上的罪惡(參瑪 25:31f)這「收割」即是天主要

在人與人之間作出選擇，將屬於天國的提到天圈。
第六位天便，即掌管火的天使，重複 14:15 的天使的宣佈，

人子即將收割大地上的葡萄。這些葡萄，完全相反「真葡

萄樹」與「結實的葡萄枝j (參若 15:1-5) 。
那「城外的榨酒池」的城，指的是耶路撒冷聖城，所榨的

血流遍全境(參依 63:3 ， 6) 。所謂全境，即 1 ，600 í斯塔狄」

(4 x 4 x 100 '四極八方，完全之意) 0 1,600 í斯塔狄」等如
290 公里(1 80 英哩) ，差不多相等巴勒斯坦的長度。

B. 神學訊息
〈默示錄》的作者明顯地屬於教難團體中的一份子，正當教難

時期，作者以默示錄體中的「受難文學 j (deprivation litera囚的來

寫出信友團體所遭受的宗教迫害，例如 2:13 提及安提帕的被殺，3:10

及 6:9 的暗示，可以看出， <默示錄〉是在教難時期寫成，惡勢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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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惘嚇著基督徒184 。換言之，宗教迫害助長了默示錄體文學。在默
13-14 兩章中，作者明顯地強調，在讀者或當時的信泉面前，放著

兩個選擇，一個是強國及她被奉為神的統治者，他以強權、財富及

能力來統治國家，另一個是天主上主所許諾的國度，縱然在世時被

迫害，甚至遭遇殺戮，但是，天主大能的手一定勝利凱麗，默 13
正好是地上的迫害情況，而默 14 則指向天上的凱旋，兩章合併起

來，正是為讀者展示一幅圖像，即跟隨天主和跟隨魔鬼的不同結果。

c. 牧職反省

跟隨天主的結果完全有異于追隨魔鬼，從〈默示錄〉的啟示，獸

和帶有獸印的人會被扔到那用硫礦燃燒的火坑中( 19:20) 。追隨天主

的信徒，理所當然地進入天圈，這天國將會是怎樣的呢?

在天圈中，天主與一切受造物將合而為一，這合一正是天主的光

榮，同時，也是受造物的光榮，天主在耶穌的死亡復活中受到光榮，

而人類將囡認識天主而受光榮。因此，天主聖言降生成為血肉，成為

受造物其中的一員，他的死亡復活將整個宇宙帶到世界的終向:與天

主永恆地合而為一。

在這個共融合一的大同天園中，是看似相對的「永，恆」與「時間 J'

完美地結合為一，即永恆的天主，包容了暫時的受造，在暫世中，我

們找到了永恆。這奇妙的結合在耶穌的降生事件中展露無遺。在這位

同時是真天主叉是真人的耶穌身上，天主與受造訂立了一個永恆不破

的愛約。

這條牢不可破的愛約，證實了天主無條件與無限的愛，在包容有

時間性的受造物，讓所有受造由「暫時」進入「永恆J '這就是天國

的生活，亦是人類與其他受造的終向。

不過傳統的神學受到希臘哲學的二元論所影響，將天主與受造分

為兩個相對的陣營，天主與受造很無辜地被分割成對立的「上師一下

屬」關係，這個架構完全違背了天人合一的大同境地。天與人，人與

人，人與萬物的關係因而疏離。耶穌的死，正是天主認同並完全接受

一切受造物的光榮，亦是對受造物進入永恆天國的肯定。

184 H. Koester, !ntroduction ωthe New Testament‘ Vo1.2: Historv and Literature of Ear1v 
E恆星也i!y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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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七禍孟〈默示錄) 15-16 

默 14:6-12 中所出現的三位天使，最後的一位大聲喊說: r誰若

朝拜了那獸和它的像...就必要喝天主憤怒的酒，即那注插曲憤怒

之杯的純酒... j (14:9-11) ，默 15-16 的內容，就是滿全了這三位

天使所帶來的災禍: r我看見在天上叉出現了一個叉大叉奇妙的異

兆:有七位天使拿著七種最後的災禍，因為天主的義怒將要藉著這

些災禍發洩淨盡j (1 5:1) 。

A. 默 15-16 在〈默示錄〉中的位置及內在結構

1. (默示錄〉中的位置
默 15-16 的位置，以書信、封印、號角及孟作架構，從第三章

致七教會的書信到第四章告知預言部分，或從第十一章轉接到第十

二章，表示了教會與選民的關係 (4:1-11:19) 及教會與羅馬的關係

(12:1-21:8)1的。從這個架構來看，封印、號角和孟的關係是循序漸

進的，到了置的災禍，是一總災禍的高潮。默的-16 可以說是〈默

示錄〉承先啟後的段落，理由有五:

a.l0:11 有關神視者的先知職責，包含了《默示錄〉第二先知書(十

，二至二十二章) ，默 15-16 與這些神視一脈相連。

b. 默 15-16 是吹奏第七號角的一部分， 11:17-闊的聖歌宣佈全能的

上主天主已取得了大權，登上王位，祂也帶來審判，死者受審:

聖者得賞，壞人被滅。在 16 章中，這禍孟被付諸行動。另外，

第七號角與默的，而有所連系，其中一點，是夫上的聖殿敞開及

天主的顯現(11:19; 15:5 ， 8) 。

C. 七位天便拿著七種最後的災禍，是天廷上一個大「徵兆」
(σTlJ.lflV) ，這大徵兆與〈默示錄〉之前的兩個大異兆一脈相連:

12: 1 身披太陽的女人和 12:3 的紅龍。

d. 默 15-16 成全了 14:6-12 三位天使在天上的宣告。第一位天使命

令在地上的人，要敬畏並光榮天主，在的:2-4 作者以聖歌回應:

「誰敢不敬畏你?上主，誰敢不光榮你? j 第二位天使宣告偉大

的巴比倫的陷落，遞給她那充滿天主烈怒的酒杯(16:19) ，並開

始有關她陷落的敘述。第三位天使將一種劇毒的瘡給那些帶有獸

印及朝拜獸像的人降下(16:2) 。最後，默 15-16 緊貼著默 14 末的

收割行動，例如「把葡萄扔到天主義怒的大榨酒池內 j(14:14-20) , 
在默的-16 中作者延續了這主題。

185 Feuillet，金也旦控監豆， 36，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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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默 15-16 連結起一切將要發生的事，第六孟的傾倒促成「阿瑪革冬」

的最後末世之戰，邪魔之神、獸及假先知將會墮入火坑襄 (16:16 ; 
與 19:19-21 及 20:7-10 對照)。第七孟促成巴比倫的毀滅。總言之，

七禍孟完成了天主的義怒，毀滅了魔鬼的勢力。因此，天上的耶路
撒冷將會降下，一個新的國度將會出現。

2. 默 15-16 的內在結構:

的:1 提領及摘要:七夫便拿著七種最後的災禍

15:2-16:1 禮儀序幕

a. 戰勝那獸的人站在玻璃海上高唱天主僕人梅瑟和羔

竿的歌曲(l5:3b-4) 。

b. 天上聖殿敞開，七天使出現，並接受了裝載萬世萬

代義怒的金孟;殿內充滿天主的光榮，冒起煙來，在

災禍尚未完結之前，沒有人能夠進入(15:5-16:1) 。

16:2-21 傾倒天主義怒的七禍孟

B. 注釋
15:la 我看見在天上叉出現了一個叉大叉奇妙的異兆，這是《默

示錄)天上異兆的第三個[其他兩個分別是身披太陽的女人
(1 2: 1)及龍(12:3)] 。將這三個異兆連在一起，可以看到 12:1

女人與龍的大戰一直延續到七禍孟'即教會與世界之間的
持久戰役l鉤。

15:lb 七位天使拿著七禍孟
的: 1 及 6 所述的「災禍」在默的-16 兩章中，被形容為「義

怒之孟」 IS7 。「災禍」這名詞，不是 15: 1 所獨有，而是貫

通整部《默示錄>: 9:18, 20; 11:6; 13:3; 15:8; 16:9, 21 ; 

18:4, 8 ; 21:9 ; 22:18 188 。

15: Ic 因為天主的義怒就要藉著這些~禍發洩淨盡
這七禍孟正好解釋惡勢力的完全潰敗，當它完全失敗之

後，不需再降任何的災禍，這也可解作天主的義怒已發洩

完結，不再有新的「降禍 J' 宇宙間一切動盪將會停止，因

此， r淨盡 J ( ÈnÀ吋Tfl)只是一個限制，即天主的義怒已

1個 Sw官峙，全E坐坐涅盤， 193
187 R.H. Charles, A Critical and Exe直etica1 Commentarv 0位 The Reve1ation ofSt. John, vo1 

II (Edinburgh: T.&T. C1ark, 1956), 30-3 1. 
188 D.E.Aune, Revelation 6-1Q, WBC 52 B (Nashville: Thomas Ne1田n， 1998)， 8帥-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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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結，並不是天主有任何負面的「發洩」 l89 。

15:2a 攪雜著火的玻璃海

在 4:6 出現過的玻璃海(天廷寶塵的神視) ，在這襄攪雜著

火，所有戰勝那獸的都站在海上。火的顏色很可能是紅色，

在〈默示錄〉中象徵暴力，這真則象徵天主在最後七禍降

臨的義怒，也可象徵紅海與勝利者的「靈性出谷J' 困他們
唱著梅瑟和羔羊的歌曲l喲。

15:2b那些戰勝了獸...拿著天主的琴
「戰勝了獸」的希臘原文在文法上出現了問題， r戰勝了獸
(的人) J (TOÙ5" V1KWVTα5" 'EK TOÛ 8TJP'IOU ; V1Kêxv + EK TOÛ 

9TJP'IOU) ，這襄用了「屬格J (genitive case) ，這在新約中，
只出現一次，因為通常會用賓格 (accusative case)191 。學者

為解街宣個文法上的困難，有四個建議:

1.從...得到勝利阱。

2. “constructio prae伊ans" ，將 V1Kc:.ùVT的用作為一個

分詞，例如 σωC叩EVOl (被拯救) ，通常就與介詞 k
放在一起悶。

3. 阿蘭主義 (Aramaism) ，阿蘭丈動詞~:J T(純潔、清

潔、單純)加上介詞向(= 'EK)一起，因而放在動詞

νlKCXV 後面l抖。

4. 拉了主義 (Latinism) ，以希臘表達方式為背景，名詞

victoria 與動詞 fero 被弔作謂語，而介詞 de 或 ex 被

用作主謂的離格 (ablativc) ，或一些被征服的事物

(舉例: victoriam de Hannibal ' 啥，版 {víctory over) 

Hannibal" (Li可 2 1.46.8)195 。

綜觀之，一至三的建議較為可取，即從天主那真獲得力

量，戰勝了獸。

1個 Swete. 主盟鎧1m里， 193.
附同上， 194-5 。
191 Aune. 旦笠d經旦旦， 87L
1世 LT， Beckuith, Ihe AoocalVÐse of John (NewY，前k MacMillan, 1919), 674, 

l伺 M， Stua口， çommentarv on the AoocalVÐsl<, voL 2 (Andover: Allen, Mouill & Wardwell, 
1845), 305. 

194 c.c. Torrey, Ihe Aoocalvose of Jo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108-9. 
195 Aune, Re旦控盟， 871-2 。在 8η 頁中， Aune 更道出，縱然拉丁主義在{默示錄}中
影響甚徽，但是，作者可能對一些從拉T版本翻譯過來的希臘來頭有所認識，不過

業已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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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4梅瑟之歌、天主忠僕、羔羊之歌
這首短誦，是站在攬著火的玻璃海上的勝利者，面對獸而

歌唱的，可歸納為以下數個闡釋:

1. r天主的僕人梅瑟的歌曲 J (吋vφ計v MCùÜOES TOÛ 

ÕOÚÀOU TOÛ Seoû)196 

此短誦是唯一冠以名號的，這襄有兩個名號，首先，是「天

主的僕人梅瑟的歌曲」。其中兩個可能的根據是來自出

版1-18 過紅海後的勝利歌，或申 31 :30-32:43 梅瑟臨終前

的詩歌197 。出的的勝利歌提及海與勝利的主題，在 15:2
再次重現198 。出與〈默示錄〉兩首凱歌皆伴以樂器，在出

的中，米黎盎拿著鼓(出的:20) .而在 15:2 中，眾聖者拿

著天主的琴。兩首凱歌同時圍繞著一個主題:誰與上主相
比199 。

2. r羔羊的歌曲 J (T巾 ~Õ巾 TOUαPV'tOU)
第二個名號是「羔羊的歌曲」。由於「歌曲 J (nìv ~õ巾)再
次出現，可以聯合來解作兩首詩歌，不過，內容則只屬於

一首歌曲。也許 3 、 4 兩節是一首歌曲的光榮頌結語，這結

語只被提及，不被歌唱划。因此，這很可能是後來編輯時

所附加上的201 。關於「梅瑟 J .可能也是後加的，因為出
的與此曲主題各異(前者是戰勝敵人之歌，而後者卻是一

首讚美與感恩之歌) .如果《默示錄〉的作者在《默示錄〉

中完全刪去一切有關法律書的引用，此處會是一個較為兀

突的出現會並且放在羔羊之前202 。不過，由於「海與勝利」

被提及會所以，有可能爾盟共有一個主題，就如《默示錄〉

會嘻哈舊約繁重新演繹基督教會的內容(例如出谷紀中的

十大災J瓷、聖殿等) ，因此，的:3-4 詩歌中的梅瑟主題與「羔

196 Au間， Re旦控旦旦， 872' Aune 認為梅瑟在猶太傳統，通常冠以「天主忠僕」的名號(出

14:31 ;戶 12:7 ;申 34:5 ;蘇 1:1，的; 8:31 ; 9:24 ;列上 8:53 ;列下 18:12; 21:8 ;編

下 24:9 ;厄下 1:8 ;詠 105泊;拉 3:22 ;巴 1:20) 。

197 同上。 Aune 更舉出第三個例子一一詠 90 。在詠 90 的標題上，寫上「天主的人梅瑟
的祈禱 J' 但這首聖詠被視為一篇默想人生的短暫與天主的永恆的神修作品，難以凱

庭歌看之。另外， Schüssler Fiorenza 否定 15:3-4 是出的或申 32 同文學類型的歌曲，

而是舊約眾多主題的混合體也虹e1ati盟， 102) 。

闊的ne， Re旦凶旦旦， 872.
199 R. Meyr閣，“Le canti心ue de Moise eu豆豆豆nti旦旦豆豆1二企包里也 (Ap 15 et Ex 15)," 
已旦旦血旦旦 73 ， 1 (1992) 43. 

200 Aune，.ß位坐坐坐且， 873.
201 J. Wellhausen, !1na1vse d訂 Offenbarum! Johanni~ (Ber1in: Weidmann, 1907)，鈞。的ne 在
h旦控盟， 873 中更指出「羔羊」一詞似是較古老的資料，後加在新的編輯上，參

7:9; 7:10; 14:4; 14:10; 21:22; 21:23; 22:1; 22:3 。

2位 Char1es， !也且， II: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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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是互相呼應。當年，過紅海後以民高唱勝利之歌，如

今在這個玻璃火海中，在聖者戰勝那獸的歌曲中重新演繹。

類型與舊約的引伸，的:3-4 可以說是一首讚美詩歌2的。由

於這襄欠缺標題及領唱部分，所以，可以推斷是原創詩歌

的一部分訕。這詩歌有不少引伸自舊約，現列表如下:

的:3-4 舊約(參考 LXX[七十賢士譯本])

你的功行偉大奇妙 ...這一切偉大事業

iJEY白λαKα19αuμα。 Tà ËpyαTàμEyáÀa Kαì 9則問Tà TOÛ 9EOÛ (多
TαTαEpyαOOU 12:22) 

μEyáÀa Kαì 9aU iJaOTà ä OUK hπ10TaμT]V (約 42:3)
μEyáÀa Tà 'Ép悶悶的OU (詠 110:2)

19auiJáolαTα'Épya oou (詠 138:14)

上主全能的天主 lk心 8心ωT仇
的PIEÓ9EÒSÓ 14:8; 11:17; 16:7; 19:6;21:2月
甘ανTOKpαTωρ-

你的道路公平正直 郎的， αÀT]9IVαTαEpyααÚTOÛ，問l 吋σα1 a'1 òl50ì 
ÕIKαtαIKαlαUTOU KplOEI古. 9EÒ古TTlOTO宮， κα1 OUKα1511"α ， 
的可91vαì a't ÓÓÓI I ÕIK仰的問iFbcologgkipoSl的dg.(申 32:4) ÕIKα1的

。OU
削仰的 EV rraoα15 TaI αUT∞間1 00105 EV 

Irr品。1νTÔl5 'ÉpyOl5 aUTOÛ (詠 144:17)

萬民的君主 。TI 叫pl05 Uψ1I0TO宮中o[3EpÓ宮， hEcthusuEEOYu的 STTI

bTOp3ν αOIÀEÙ5 
吋oav 吋νU甘ÊTα~EνÀaOÙ5 hû1v K的 'É9 VT] Ù而

è9vwv' T口的 πÓI5α5 hiJwv'(詠 46:3-4)

誰敢不敬畏你?上 上主，沒有誰相似你;你是偉大的，你的各大有德

主，誰敢不光榮你的 能。萬民的君王!誰能不敬畏你?這是你應得的。

名號? (耶 10:6-7 '這兩節在 LXX從缺)

T的TIOgPJOEoν，obμKα
附

αcio
中

uos;ohEGo-OE' I 

因為只有兩是聖善 在{默示錄}中， ÖOI05 是「神聖」的意思，只在
的 此處及 16:5 出現。在舊約中甚少採用(申 32:4 ;詠

OTl μóν0古 00105 144:17[已引用如上了])，這「只有你是聖善的」是
的:4 所獨有，因此，很可肯提作者原著2肘。

203 Aune， R堅d姐姐， 873 。他引用了C. Westermann, The Praise of God in the Psalms.K.R 
Crim, trans. (Richmond: John Knox, 1965), 116-51 ;及 R. Deichgräber，旦旦旦垃且堅

ulnd Christushvrnnus in der frühen Chris峙的問t: Untersuchun!!en zu Form. SDrache und 
Stil der frühchristlichen Hvrnn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7)， 55 。

2個 K. Berg缸; .Eorm!!eschichte d的 Neuen Testament~ (Heidelberg: Quelle &Meyer, 1984), 
242. 

2的 Aun唔， Revel坐坐且，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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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都要前來崇拜 。UK、 Eσ'TW OμOIOÇ 0、 01 SV、" kcft宮， KUplS , 

你"、'é8\1Tl
Kαì OÙKÈOTIνKαTαTα~αG豆U
，甘'dVTαTòè8vn'。TI TTαVTαTα 

~!;OUOIV Kαi 

間而且imS且Tm述tam珊。aM有yB眩αE，s咖E目mth曲z。5e間也u間且Ka可削t全Q叩w且間oEty叩Ac豆bgv豆qaW酬的E，岫μα冒m叫α， 酬，呻 S, 
，TTp~)CJ~Vη口OUσlν

Eυω甘10ν aou ，

Y 

b間泊s中hipwmαlνopebEtvOlTC恨ω仰，t的l的k心帥αpST, IbTαF益l抖b。snuc坐bTloozb ouoo, u . 

扭且已可eal TÒ Ö，迎世血'l，I， (詠 85:8-?) 在這首聖詠

中，明聽地出現許多與 15: 3-4 平行的句子。

因為你正義的判 mtnlScEωTc μET EoU1ob μOTj【J.lÊIOVÉI古 αyα8ω，
斷，己彰明較著。 間I. IOSTωσ帥 的OUVTE古仰

ÖTI TÒ ÓIKα叫μαTd Ftα!何?的~'t;ωmν
州的吶。ω|…叫IE 附oaçμ01

間ì TTapaKcXÀeaáç J.lS, (詠 85:17) 縱然此節與 19:4
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也表達了天主愛護人的

記號，對信靠主的僕人(詠 85:2) 獲得援助，因而

啟示祂的正義行動(默的:4) 。

在對照表中，可以看出詠 85 (LXX 版)與 15:3-4有不少類

似之處，在某一程度上，這首聖詠和出的的凱歌亦有平行

的句子。例如詠的:8，“。ùdστtvbμOIÓS' 001 SV eeôlS', Kúple , 
Kαì OÙK 'ÉOTI V KOTà Tà 'ÉpyoσOU." 跟出 15:11 (LXX 版)類

似: “ TPlg bμ凹的∞1 'ev eeôlS', Kúple; TI S' ÖI10IÓS' 001 , 
oeóoçασ戶VOS' 'ev áyt。巧， eαUI1ασTÒS' ev OÓXOt宮， πOtCùV
TepOTα" ;詠 85 的主題與出的的凱歌相若，都是有關危

難者向上主的呼求(詠 85:7) 。驕傲的人欺凌受害者，沒有

將天主放在他們的眼中(詠 85:14) ，在聖詠的中段 (8-10

節)是一段讚美詩，囡馬上主拯救他們免於陰間。在聖詠的

最後一節，遭難者求上主賜一記號，以證明他的無辜，及

受到上主的眷顧，與此同時， r惱恨者」因而羞愧難過。

由是觀之，詠 85 與默的:3-4 較出的更多相同之處，因詠

85 原來是一首「天主忠僕」的祈禱，他在祈求天主將兇殘
的敵人手中救出來，然後普世萬民都會崇拜祂，這與出的

中天主解放以民出谷，及默 15 中聖者戰勝那獸互相對照。

因此，的:3-4 的短誦，可以被稱為「梅瑟的歌曲」與「羔

羊的歌曲」。

15:5 天上盟約的帳幕一一聖殿敞開

在〈默示錄〉的另一處也有這樣的記述(1 1:19) ，不過，在

11:凹的帳幕被稱為「天主的約櫃」。在這襄則被稱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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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盟約的帳幕J (0 vàos TI)S OKT]VnS TOÛ Ilαp叩pt。u，也可
翻成「見證的帳幕J )。隨著帳幕的出現，就是拿著七種災

禍的七天使。

的:6 拿著七種災禍的七位天使
「七災禍」與 15:7 的「七金孟」有何關係?按作者的意思，

七災禍與七個滿載天主義怒的金孟不可分割。這七位天使
身穿潔白而明亮的亞麻衣，胸間佩有金帶，是天廷的景象

(瑪 28:3 ;谷 16:5) ，也是尊貴或司祭的表示，是「奉職的

神 J (ÀeITOUpYIKà TTVeÚ IlOTα)(希 1: 14) 。

的 :7 七天便與七禍孟
這些金孟是奉獻之用206 。這些器且是聖殿的祭器之一(出

27:3 ; 38:3 ;戶 4: 14)207 。這襄盛載天主義怒的七金孟與 5:8
盛滿香料的金孟'及凹的金香爐互相對照，新出現作者

藉著封印、號角及孟的一個主題:

封印序幕。:8) 號角序幕 (8:3-5) 孟序幕 (15:7-16)

拿著拿罩的 24 一位拿著企置鍾的天使獻上 七位拿著七金孟的
位長老±泉聖徒 聖者的祈禱，乳香的煙與祈禱 天使聖殿充滿著

的祈禱 上升天主台前，天便將火拋到 煙，七禍孟倒在地上

地上，發生了雷霆、響聲、閃
|電和地動

從上可見，每段序幕都出現了金香爐/孟。在 5:8 的金孟

盛載香料，而這香料是泉聖徒的祈禱。 8:3-5 的金香爐盛載

載更多的乳香，乳香的煙與祈禱上升到天主台前。的:7-16: 1 

的金孟則裝載著天主的「降禍J' 聖殿充滿著煙，直到七禍

完成為止。如果這三段經文是作者有意並排平行的話，那

末，香料/煙(=祈禱)與天主的義怒可能彼此互相有所聯

繫。

在這三段描寫中，何謂「眾聖徒的祈禱J ?如果與天主的

義怒有關，可能指「復仇」的祈禱，就像殉道者在祭台下

為自己的血喊冤 (6:10) 。正如 19:2 所述: ，-祂懲罰了那曾

以自己的邪淫敗壞了下地的大淫婦，並給被她所殺的人報
了仇。」因此， ，-復仇」的祈禱彷似乳香，上升到天主台前。

2個巨企豆豆， 858 。

207 這些地方，在希伯來語稱作 piT口，字根來自 piT (澄) ，在 LXX 中通常被翻作似的η

(Aun巴，豆豆Z坐坐旦旦， 8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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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復仇」祈禱，為天廷的煙和七禍孟所象徵。

天主的義怒 (6u J.lós-) :義怒在《默示錄}中解作「天主的
忿怒J '共出現過七次，而男一詞句ytl在〈默示錄〉出現
共六次，也解作天主的忿怒208 。雖然 6uμ的與 bpγtl均是同
義詞，但是，在整部{默示錄〉中沒有互用，仇"的在八
次直接或間接有關酒或榨酒池時，用了七次209 。在 15 : 7 

提到那些禍孟，也與酒有關。 bpytl與酒有關凡三次

(14:10; 16:19; 19:15) ，這些出現均與 6uμ的一起解作天主

的極度忿怒。

的:8 天主的榮耀與威能使聖殿充滿著煙

在這節中，聖殿充滿了煙，象徵天主光榮的雲彩，在舊約

中，可找到兩處的平行文，兩處經文同樣包括聖殿或聖所

的祭獻:

出 40:34-38 因上主的榮耀藉雲彩充滿了帳棚，梅瑟不能進

入，當雲彩從帳棚升起，以民就拔營前行，雲

彩若不升起，他們就安營不動，在黑夜，雲中

有火。

列上 8:10 撒羅滿請司祭和肋未將約櫃、會幕和聖器運到

新聖殿內 (8:4) ，然後將約櫃置放在至聖所內

(8:6) ，作者強調在約櫃中只供放兩塊約版，這
約版是梅瑟在屬勒布山上放在襄面的 (8:9) 。在

8:10 記載，當司祭從聖所出來時，雲彩充滿了

聖殿，為了雲彩司祭不能供職。「出離埃及」一

語在列上 8 共出現了四次 (8:16， 21 ，日， 53) 。在
8:53 更強調天主藉僕人梅瑟領以民出離埃及。

因此可見，的:8 所描述充滿了煙的聖殿，沒人可以進入，

因為襄面正進行天主的事功，也許是上主在此取得大權，
登上王位(參 11 :17) 。正如在出 40 及列上 8 中，上主親臨
梅瑟時代的帳棚及撒羅滿的聖殿一樣，在雲彩或煙宴，上

主向人類啟示祂的臨在和光榮。

208 A. T. Hans恤， 1'he Wrath of the LamQ (London: SPCK, 1957), 159. 6uμóç: 義怒，參默
14:10, 19; 15汀， 7; 16:1 , 19; 19:15. 而 OPY1l也等於義怒，參默 6: “， 17; 11:18 ; 
14:10; 16:19; 19:15 。

209 同上，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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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輿「十」的對照( (默示錄〉與出 7:14-11:凹的十大災難)

七印 七號角 七孟
1.一匹白馬出 搶著血的冰種和火， 1/3 接受獸印的人生出一
現，騎馬的持弓 的大地與樹及所有青草 種惡毒而劇痛的瘡

帶冠，百戰百勝 被燒毀 (8:7) 主第七災: (16:2) =第六災:據瘡
(6:1-20) 冰壇、閃電和雷(出 (出 9:8-12)

9:13-35) 
2. 紅馬與騎士，取 燃火之大山投入海中， 海水變了死人的血
大刀除去和平的 1/3 海變血; 1/3 生命死 (16:3) =第一災(出
權柄 (6:34) 亡; 1/3 船隻被毀壞(8:8-9) 7:14-24) 

=第4-2一1}災:水變血(出
7:1 

3. 黑馬，騎士拿著 名「苦艾」的巨星落下， 掌管水的天使稱讀聖

天秤，帶來了饑 1/3 的水變苦，許多人死 善者，祭台有聲音迴

荒 (6:5-6) 去(8: 10-11) 主第一災:水 響 (16:5-7)

變血(出 7:14-24)

4. 青馬與「死亡」 1/3 的太陽、月亮和星辰 孟倒太陽之上，世人|
騎士，陰間也跟 都受了打擊，因此 1/3 黑 褻潰天主，沒有悔改

著他。「他們 J(可 睛，白日與黑夜的 1/3 都 (16:8個9)

能指四騎士)被 失光(8:12) =第五災(出

賦與統治世界四 10:21-29) 
分之一的權柄， 一隻鷹大聲預報三禍哉

並藉刀劍、饑 (8:13) 

荒、瘟疫及野獸

去執行殺戮

正壘 7-8}
5 殉道者的靈魂 蟑蟲從深淵的洞穴出 黑暗降臨獸座上

喊冤，他們各獲 來，傷害那些沒有天主印 (16:9-11) =第九災
一件白衣，靜待 號的人，達五個月之久 (出 10:2卜29)
忍耐到殉道者的 (9:1-11) 
數目圓滿為止 =第八災(出 10:1-20)

(6:9-11) 
6. 大地震、太陽變 四位由幼發拉底大河的 幼發拉底河乾酒，二

黑、月亮變血 天使及兩萬萬的馬隊，害 個狀似育娃的不潔的

紅、星辰墜落、 死了 1/3 人(9:13-19) 神去召集諸主，在阿

天也穗退、山嶺 瑪革冬與天主的臼子

島嶼移位、一切 上交戰(16:12-14) 主

人都隱藏在洞穴 第二災(出 7:25-8:11)
和山嶺中，逃避

羔羊的震怒
(6:12-17) 
靜止:蓋了印的 靜止:沒有被殺的人仍不

144，000 人，並有一 悔改(9:20-21) ;小書異象

大夥群眾，在寶座 與先知的任務(10:1-11) ; 
及羔羊面前站立 測量聖殿(1 1 :1舟，兩見誰

(7:1-17) (1 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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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上靜默約半 天主坐在寶座上，賞報聖 聖殿寶座發出巨聲:

小時，然後天主 者，消滅惡人，聖殿敞 「成了。」閃電、響
給七天使七號角 闊，約櫃顯現;閃電;響 聲、雷霆、地震，大

聲;雷霞、地霞、大冰看 城分裂為三，異民的

(11:15-19) 主第七災(出 牆傾覆，天主想起了

9:13-35) 偉大的巴比倫，並遞
給她盛滿天主烈怒的

杯，島嶼與山智消

失，冰看下降，人們
褻潰天主，因災禍太

慘重(1 6:17-21) 主第

七災(出 9: 13-35) 

16:1 向那七位天便說: í你們去，把那滿盛天主之怒的七個孟倒

在地上! J (ÈKXÉETE Tà5 errTà 恥的的 TOÛ 8uμOÛ TOÛ 8soû 
Sl5 叫vy~V)
KKXFIV 與 8uμ的用在一起，在 LXX耶 10:25 出現過，在此
處講及將義怒傾倒在眾邦國之上( 'éKXE~1 V TÒV 8uμ切。ou
Èrrì Èrrì 'é8VT])21O。這象徵性的行動描繪天主怎樣給世界帶來

義怒。
「七禍 J' 從默的的對照表來看，七禍是最嚴重的破壞，

其嚴重性會逐步升級直至最後的階段。當打開七印時，四

騎士被委以權力去施行破壞，但是破壞並不是立刻出現

(6:1-8) 。雖然第七印帶來天崩地裂，致使大地驚怪，但仍

沒受到影響 (6:12-17) 。當第七號角響起時，災難正式開

始，最初的六號角只帶來有限的破壞，例如第一、二、三、

四、六隻影響了三分之一 (8:7-12 ; 9:13-18) ，第五號角只
維持五個月 (9:5 ， 10) 。第七號角帶來閃電、響聲、雷霆、

地霞、大冰霄，但並沒有正式破壞淨盡 (11:19) 。七禍孟的

傾倒，與七號角互相平行，但仍有不同之處。例如，第二

號角帶來三分之一的變血 (8:8) ，但第二禍孟帶來變血的海

水，不是普通的血，而是好似死人的血(16:3) 。再者，三

組的「七J (七印、七號角、七禍孟)都同時綜合了天揖地動
的破壞景象，其中以七禍孟所帶來的最嚴重:

21。另參閱 LXX哀 2:4: 4:11 及 LXX則 7:8: 9:8 : 14:19: 20:8, 13, 21 : 21:36 (希伯來版
21:31) : 22:22 : 30:15 : 3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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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印 (6:12-14) 第七號角 (11:19) 第七孟 (16:18-21}

大地震 地震 大地震(史無例例的)

天象變色:太陽、 閃電、聲音、雷霆、大 閃電、聲音、雷霆，如「塔

月亮、星辰、天空 冰看 冷遇」一般重的大冰看

(約十公斤)
|山嶺和島嶼皆移位 島嶼和山嶺消失

當天象變色之際，懲罰看來逐漸降低。舉例，當打開第七

印時，太陽變黑，星辰墜地 (6:12-13) ;當第四號角吹響時，

只有三分之一的太陽及星辰因受打擊而變黑 (8:12) ，在七
禍孟中，就只有 16:8 炙烤世人的太陽是唯一的天象變移，

也只有此處的天象事件，即第四孟的傾倒，真正毀滅性的

地震始出現， ，-大城」和「異民的城」都傾覆了(16:19) ，而

冰看所帶來的大災難，使人因受難而褻潰天主 (16:21) 。

此外，沒有任何一個封印是與出谷前的十大災難有直接關

係。只有號角和孟的其中數個事件是跟十大災難有關連，

但是，並沒有特別的次序或模式，說明何種十大災難發生

在三個「七」的系列當中，號角與禍孟只是零星地與十大

災難拉上關係(例如在第三號角中 [8: 1呵，三分之一的河

和水泉變成苦艾，並不是變成血)。不管如何，十大災難的

內容，或多或少成為「七」系列的背景，重點放在天主的

聖者，將會戰勝看似永不失敗的魔鬼勢力，尤其是在默的

中的禮儀場面，及站在玻璃海上，唱出梅瑟和羔羊的歌曲

的人，他們戰勝了看似永無休止的危機與迫害，這正是出

谷紀的主題，天主將她的聖者從奴役中解放出來，利用十

大災難作為對惡者發出的義怒。

16:2-4 前三孟:毒瘡 ; mvJ<變成死人的血;河水及泉水變血

這三禍與十大災難十分相似(見上表)。值得注意的是，十大

災難的前五災(水變血、蝦摸、蚊子、狗蠅、獸疫) ，與前

四號角所帶來的災禍(攪和火與血的冰看;三分之一的海

變血;三分之一的泉水及河水變血;三分之一的天體失

光) ，同樣是影響自然界一切事物，但是，並沒有直接打擊

人類，反之，第一禍孟即以毒瘡打擊那些帶有獸印和朝拜
獸像的人身上211 。第二禍孟促使海襄許多活物都死去， ，-好

似死人的血」可能暗示殉道聖人的血 (16:6) 。第三禍孟展

示出水的污染，即所有的河流和水泉都變成血。

211 Sw嗨，主E坐坐涅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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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7 問場:一個關於審判的光榮頌，並由祭壇得到確認。在這

宴，掌管水的天使稱頌這懲罰是公義的，那些曾傾流

(eçÉxeαV: 與傾倒七禍孟的「傾倒」是同一動詞)鮮血的聖
徒和先知，如今是應得喝他們的血。「我叉聽見祭壇有聲
音說J (Kαì ~KOUaa TOÛ 6uOI∞叫PFlou 站YOVT05) 是將祭
壇擬人化，相似從「天主金祭壇」的四角 (9:13) 所發出
的聲音。這聲音，是其中一位殉道者喊冤的呼叫

(6:9-10i I2 。有關「掌管水的天使J' H. D. Betz 結論說，
這天便的光榮頌源自一個古老的傳統213。其中一個平行丈

取材自一份密封的文件「世界核心 J (Kore Kosmou) ，此
檔是一份希臘化的埃及殘卷，內容有關宇宙的起源，當中

提及四個擬人化的世界原素:火、氣、水及土，這四原素
向至高無上的神投訴人類的流血暴力事件214 。因此， r掌

管水的夫使」可能就是希臘丈化中的四原素之一:水，從

希臘擬人化進展為猶太的一偶應對人物215 0 Betz 認為，

從文學類型來看，這是一首「審判光榮頌J' 因為從 16:5

即以「今在和昔在的聖善者，你這樣懲罰，真是公義

的問105 ?I)J 。不過， P. Stap1es 不同意，他以「平反公式」
作解，因為整個背景充滿殉道的氣氛，這比「默示氣氛」

來得濃厚216 。另外， A. Yarbo Collins 建議一個更複雜的案
題:默 16 (包括 4-7 節)是一個末世的再演繹及出谷資料

的再翻新工作。作者以這兩個取向去寫出《默示錄> 217 。

並替這章取名為「末世平反公式」 218 。她認為，作者一定
從希臘主義借用了「回原素J' 不過，這並非主要的演繹，

除了相同處外， 16:4-7 與“Kore Kosmou"也有相異之處
的。因此， Collins 議定， <默示錄}的作者將不同的傳說

和資料綜合一起，然後選擇對猶太人及其他人較為熟悉

212 W. Bousset, _Qie Offenbarun l! Johann時， 6th ed., Kritis心h-e口~egetischer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16 (Göttingen .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06), 396 (另外 Aune 也引

用，參皇位d坐坐且， 888) 。
213 H.D. Betz,“On the Problem of Religio-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Apocalypticism," 

Joumal for Theolol!V and the Church 6, Robert W:Funk, ed.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69), 153. 在 139 頁， Betz 舉出其他有關審判的光榮頌:詠 119:137 :違法 14 :厄

下 9:33 :編下 12:6 :多 3:2 等。
214 同上， 143 頁。

215 向上， 147 頁。

216 P. Stap拙，“Rev. XVI. 4-6 and i的Vindication Formu1a，"盟旦旦 14， no. 4 (1 972) 292-3. 
217 A.Yarbro Collins,“The History-oιRe1igions Approach to Apoca1ypticism and the ‘Ange1 

ofthe Waters' (Rev 16:4-7)," CBQ 39 (1977) 373 
218 同上， 376 頁。

219 同上， 3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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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題材，例如希臘化的傳統220 。

16:8-11 .第四、五禍孟:如第四號角，炙人的太陽及那獸的王國陷
入黑暗。第四禍孟直接影響太陽，不過前者帶來黑暗

(8: 12) ，後者卻帶來炙熱221 。而獸的王國陷入黑暗之中。

話雖如此，人們還是褻潰天主，拒絕悔改，跟法郎的心硬

相若(出 8:28/22 。

16:12-16 第六禍孟:幼發拉底河乾潤，三個不潔的神召集眾王與全

能的天主在那偉大日子上交戰。在第六號角的描述當中，

也出現類似的戰爭主題。:13-19) 。在舊約中，特別是出
14:21 '以民過紅海時，也出現乾酒現象223 。那些從日出
之地而來的康玉，通常被指為 Parthians (在西亞洲的一個

古國 Parthia)224 。

16: 15 í看，我來有如盜賊一樣 ...J 這聲音似乎「中斷」了聖經
的進度，或是一個「加插段」 225 。無論如何，說話者應是

耶穌自己，祂提醒讀者們，祂會隨時降臨，也給勞狄刻雅

的來信中，也有提及赤身裸體與恥辱的內容 (3: 17-19) 。

16:14-16 阿瑪革冬

從希伯來文翻成希臘文，就是 ApμαyEOWV (阿瑪革冬

山) ，在{默示錄〉中一直是個謎。它很可能是指「默基

多」 226 。縱然希伯來文的「門(山)是「默基多」平原帶來

問題，因默基多處於依次勒耳谷 (Jezreel) (參蘇 17:16 ; 
19: 18) 或厄斯得隆 (Esdraelon) 西南部(友 1:8; 4:5; 7:3) 
一塊平原上的一座古城，不過這不影響作者將阿瑪革冬比

作末世的一場大戰，作者可能借用默基多平原曾為古戰場

220 Collins,“Apocalypticism," 379. 
221 Sw帥，企旦旦旦lYl2笠， 203 。
212 同上， 204 。

223 同上， 205 0 Swete提及蘇 3:17 ;依 1 1: 15; !!I! 10:11 等。
224 Aune, R位坐坐旦旦， 891 -4.
225 同上， 896 0 Aune 認為這是{默示錄}的真福七端中的其中一端，其他六端分別在

1:3 ; 14:13 ; 19:9 ; 20:6 ; 22:7 。

226 向上， 898 0 Aune舉出數場戰役，例如民 4:“6及 5:19 所記載德波辣和巴辣克打勝
了客納罕王;在撒上 29:1 及 31 :1-7 中，撒烏耳陣亡，另外，還有列下 23:29-30 ;編

下 35:22-24 等。值得注意的，還有區 12:10-11 對若蘇店的哀悼: í我要對達味家和

耶路撒冷的居民傾注憐憫和哀禱的神，他們要擔望他們所刺透的那一位:哀悼祂如

同哀悼獨生子，痛哭祂像痛哭長子。在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必要大舉哀悼，有如在

默基多平原中的哈達得黎孟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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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來隱喻末世正邪的最後戰役。

16:17-21 第七禍孟: I成了! J (yeyovEV) ; 閃電、響聲、雷霆、大

地震及大冰賓。「成了 J (γEyOVEV)是「完成式 J (perfect 

tense) ，從 ÈyÉVETO [過去不定時態 (aorist)]引伸而來。這

動詞在第六禍孟中就被使用，解作真正的結局就在當下

227 。也回應了 15:2 中所描述的七種最後的災禍的結果:
天主的義怒發洩淨盡228 。這一切的發生，來自第六印

(6:12-14)及第七號角(1 1: 19) 對人類世界的破壞。

16:19 那大城分裂為三段，異民的城也都傾覆了，天主想起了那
偉大的巴比倫，遂遞給她那盛滿天主烈怒的酒杯，大城的

分裂象徵7巴比倫城的最後傾覆。「想起J' 在希臘丈化

中，表示神的正義:神想起了好事與惡事，因而對人施以
賞或罰229 。

c. 神學訊息
這兩章的基本訊息，整合了隆重禮儀中的孟及倒下來的最後災

禍，這就是對來自各邦國、各民族及各語言最後的正義審判。那些

拒絕「永，恆褔音」的，會被天主所降的災禍審判，同時，七禍孟同

時也象徵人們的精神病態。朝拜獸像及身體上打上獸印的，生出毒

瘡，那些殺害天主的聖者和先知的，被迫飲血。傾倒第五禍孟之後，

王國陷入黑暗當中，表示獸所帶來的是邪說謬論，導人進入黑暗。

不過，那些戰勝那獸及獸像的，站在攬著火的玻璃海上，慶祝

他們新而永久的出谷，從獸圖超越出來的歡樂，反影在天主之僕梅

瑟之歌和羔羊之歌。在歌曲中，他們讚美全能的主、她的功行和正

義，並預言萬民將會來崇拜上主。這正是天國的景象，就在第七號

角吹響時宣佈 (11:15-17) 。

默 15-16 其中一個主要訊息就是:為反對她的人，天主上主會
傾倒最後的正義審判。上主的園，就是新天新地及新耶路撒冷城的
降臨，當新天新地降臨時，獸、魔鬼及他們的追隨者將到永火中。

讀者在閱畢默 15-16 後，要對永生作一決定所有信徒應堅信

耶穌基督及歸光榮於主，然後在羔羊的寶座前，為他們準備地方，

227 J. Lambrecht,“A Structuration of Rev 4, 1-泣， 5" in 1.:'Aoocalvose iohanniaue et l' 
Aoocalvotiaue dans le Nouveau Tes個ment， J. Lambercht, ed.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試 1980)， n. 94, 45. 

228 Aune，企盟旦控~， 899.
229 H.S. Versnel,“Religious Mentality in Ancie油t Prayer，"E剖th. Hooe. and Worshio: Asnects 

ofReli!!ioωMe吼叫itv i江φ￠ Ancient WorlQ (Leiden: Brill, 1981),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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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方就是永恆的天國一一天上的耶路撒冷，殉道者將永遠居住在

此。那些高唱梅瑟及羔羊歌曲的人，不單止超越紅海，更超越世海

及死亡，到達永生彼岸。堅持信德者會得到最後勝利，但要付出很

大的代價。

D. 牧職反省

在魔鬼的迫害下，為了進入天圈，有時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一生命。

「殉道者」一詞，源自希臘文向pTU5" (見證) ，這「覓證者」本來

沒有捨命的意思，只是「記住」及「小心」之意。但是，幾時受到迫

害或利誘，要我們放棄為信仰作見證，在最後的關頭，要在生命與死

亡之間作出抉擇時， I殉道」是最高的代價。

奧思定強調，為基督信仰作見證'比一切痛苦甚至死亡來得重要

(martyrem non tàcit poen札記d causa r人之成為殉道者，非以痛苦來

衡量，卻看受苦之因 J) (Epist. 89.2)。戴都良認為殉道好比第二次

洗禮 (secunda intinctio; De paenit. 13) 。

因此，殉道不是單指死亡，而是為基督作見證的事實。舊約中的

先知正是殉道的例子(列前 19:10; 耶 26:20國23)，店里亞和烏黎亞都

以生命作見證，寧死也不顧放棄天主交給他們的任務。

基督徒殉道的最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為信仰與真理作證(默

的， 3:14)，殉道者的最佳榜樣是耶穌基督，他以生命的付出，見證

天主的愛與寬恕。教會首位殉道者聖斯德望，正是追隨基督見證信仰

的典範，從他開始，教會漸漸採用「見證J (J.láp叩5")這個希臘文來

作為殉道的專有名詞。換言之，殉道不等同死亡，反之，是活的見證'

這活見證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一份風骨，

可以多加一句: I死亡不能激J '連死亡這人生極限也要敗在堅定的

信徒手下。
天主教會的殉道學源自若望著作，殉道學的形成始于第二世紀，

即教會受到迫害期間。教會將「見證」轉化，變成為信仰犧牲性命的

一份對主忠貞不二的態度。按照當年的研究，成為殉道者的條件有

1.捨命致死;

2. 致死原因是為保衛信仰及真理;

3. 死亡皆因被仇視信仰及真理者所為。

殉道者囡此以自己為主捨生的精神，與為我們捨生的主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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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巴比倫的滅亡《默示錄) 17:1-19:10 

向來， 17少-10，的都帶來許多誤解及誤用，因此，詳盡客觀的

釋經，對教會詮釋及牧養方面，皆為當務之急230 。在這第十章中，將

集中研究默 17 '特別是其中具體的圖像、歷史性及作者的演繹。

A.17:1-19:10 的結構

在分析此大段落的結構之前，先重新全面的列出{默示錄}的
整個結構，這個結構與本書第一章稍有出入，這並不表示{點未錄}

存在基本的內在矛盾，而是因不同的研究對象與目標，作出稍微的

移動。

岸書(1 :1-20)

1.給七教會的情 (2:1-3:22)

II. 天在的神繭 (4:1-22:9)

A. 標記與審判 (4:1-11:19) [第一神諭]

1.羔羊基督 (4:1-8:1)

a. 天廷 (4:1-21)

b. 天書 (5:1-14)

c. 七印 (6:1-8:1)

.144,000 (7:1-8) 

.天樂 (7:9-17)

2. 七號角 (8:2-11:19)

﹒小書天使 (10:1-11)

.兩見證人(1 1:1-14)

B.降禍的完成 (12: 1-22:9) [第二神諭]
1.龍 (12:1-13:18)

a. 女人與龍(12:1-17)
b. 海上來的獸 (13:1-10)

c. 地上來的獸 (13:11-18)

m 研究{默示錄}的時候:1.將{默示錄〉放回它的文學類型，始跟其他默示錄文學

作出比較: 2. 以整部{默示錄}為一整體，分析各段落的文學手法及段落間彼此的

關係: 3. 小心分析被採用的圖像(舊約先知[默示的或神秘性的])及功用 :4 放在歷
史的實現之中，細查{默示錄}所反映的，與歷史的內在及外在的證據，是從哪些

地方歸納而來: 5. 追查書中重現的主題: 6. 小心勾畫出整部{默示錄〉的結槽，以

便釋譯。如果稍有不慎，以片蓋全，就會誤解作者的原意，及錯析{默示錄〉所傳

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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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羔羊與 144，000 (14:1-5) 
3. 三天使的宣告(14:“ 1)

a. 福音/審判的宣告 (14:6-7)

b. 巴比倫誠亡的預告 (14:8)

C. 對獸的跟隨者的聲明(14:9-12)

4. 收割及「相似人子者」的審判 (14:14-20)
5. 降禍(15:1-19:10)

a. 傾倒在獸的王國的七禍孟 (15:1-16:21)

b. 巴比倫誠亡 (17:1-19:10)

6. 審判與平反(19:11-22:9)
a. 首先復活與第二次死亡(19: 11剖 :8)

b. 新耶路撒冷 (21:9-22:9)

結言書 (22:10-21 ) 

結構上的關係

〈默示錄}基本上與若望褔音的理論一樣，作者把內容放在一

個二元對立的矛盾中231 。這二元主義特別被{默示錄〉的作者採用，
以安慰及鼓勵那些正遭迫害及殺害的基督徒。從天國及神修的角

度，作者要揭露出迫書者與被迫害者的真正面貌，然後對受苦的信

泉提供信仰的洞見及瞭解，而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沈著忍耐一切

的迫害，神視者將肉身的迫害及死亡，看作是聖者們精神上的勝利

(1 2:11) 。

在這一章中， r巴比倫誠亡」正好是在這「二元矛盾」理論的

結構中，例如在 17:1 '若望被七禍孟其中之一位天使邀請去看「大
淫婦」的懲罰，但是，在 19:10 中，天使卻拒絕若望的朝拜，這就

是「邀請一一拒絕」的二元主義的一個例子，另外參看 21:9 及
22:9232 ，讀者就更清楚二元對立的寫作目的。這兩處都是屬於大段

231 r二元矛盾」是圖像與理念比較之下，並在一神論的概念當中，作出二元相對的局
面。主要白的在於指出自然界、遭遇、行為、結果及本質上的基本不同的地方。這

二元主義在另一部默示錄體的文學作品 死海卷輸中出現。 Col1ins 認為， r宇宙二

元主義」是{默示錄}下半部的特徵，特別是羔羊的追隨者與獸的鬥徒彼此之間的

對立。參閱: A. Yarbro Col1ins, 1he Combat Mvth in the Book of R肝datior!， Harva吋
Theological Review: Harvard Diss~rtations in Religion, no. 9, Caroline Bynum and 
Gω'rge Rupp, eds. (Missoula. Scholar P防戰 1976)，的8ff. o

232 1.若望被引領到曠野去看巴比倫，但是後來卻被帶到一座又高又大的山上去看新耶路撒

J令; 2. 巴比倫坐落在「統治的水J (17:15)，並在那獸後面，但是，新耶路撒冷聖城則來
白天主的圖; 3. 巴比倫的基礎是七座山及七個君王，新耶路撒冷的基礎則是十二宗徒:

4. 巴比倫被形容為一個淫婦，新耶路擻冷則被形容為一位打扮好、迎接丈夫的新娘; 5. 
巴比倫滿身穿戴著溼姆的衣飾，但是，新耶路撒冷卻用各種寶石和純金建造而成; 6.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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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作者以巴比倫和新耶路撒冷去烘托出信主的人所承受的祝福，

及拒絕悔改的人的下場。
在這一章中，其實從 15:1 的大異兆開始，一直到 16:21 '當中

以「成了 J (γÉyOVEV) (1 6: 17)作為中心。「七禍孟」的形象則反映出
7:20-15:21 的以民歷史，片斷233 。在新耶路撒冷的段落之後，接著是
基督與聖者們的凱旋(以 19: 11 開始， 21:8 作結) ，其中 21:6 的眾數

「完成了 J (γEyOVω)234標誌及強調救恩的完成。在 19:11-21:8 的段
落當中，因“社yovω" 的強調，使被「救贖」的與被「毀滅」的，

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19:11-16 基督與聖者的觀庭 1 20:1-3 撒空軍被困 1 20:11 -15 死者受審

19: 1ï-18 天主的大進常2JS '20:46 被救贖者的寶座 I 21:1 -4 被救贖者的
19:19-21 火坑的獸 1 20:7-10 火坑的撒空軍 | 安息

i 121:5-8 火坑的罪人

從上表看出，每個審判單元都包括一個「插段J (第二欄) ，這

「插段」除了作下一段的介紹外，亦標誌出聖者的凱旋，在第三欄
中，全是獸、撤彈和罪人的結局，正如 15:1-16:21 強調夫主對獸的

追隨者的降禍，與 19:11-21:9 所強調的平凡與聖者們的賞報，成一
強烈對比。

這兩個大段落(15:1-19:10 ; 19:11-22:9) ，跟 14:1~20 的內容一

起，組成一個交錯配列結構236 。這結構從 14:凹的熙雍山上的

144，000 得救者的神視開始，以 21:9-22:9 的新耶路撒冷神視作結，

結構如下:

比倫是淫亂和地上可憎之物的母親，為新耶路撒冷，一切不潔之物將不許進入; 7. 巴比

倫的額上寫上 f溼亂與可憎j 的名號，新耶路撒冷的人民額上常帶著天主的名字; 8. 那

瑩在巴比倫的不被記錄在生命冊上的，但是那些在新耶路撒冷的人的名字，已被記錄在

生命冊上了。(參閱 Sch誼ssler Fio時也耳， Revel坐笠且， 110-111 ，另參看W. Ho耐ard-Brook & 
A.G叫yther， .\lnveilim! Emoire: Reading Revelation Then and No~，羽田 Bible and Liberation 
Seri間， N. K. Gettwa1d & R. A. Horsely, ed阻. [Maryknoll: Orb的 B∞ks， 1999], 16的。

233 默的:2-4 的凱歌之後，接著一系列的災禍倒在巴比倫主國上，其中有些災禍與十大
災難等同:毒瘡、水變血、黑暗、青蛙及冰壇，這一切災禍一直到巴比倫陷落作高

峰。當中的主題是有瀾解放與審判。

234 R. Bauckham, Ihe C1imax of Proohecv: Studies on the Book of Reve1atio!1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3), 18. 

235 圖像引伸自則 39:17-20 '天主偉大的鐘席包括一切飛鳥走獸，連哥格軍人的肉，也
包括在肉。

236 這是一個主題式的交叉片斷，不過，讀者不難發現，當中不是整齊的平行 'C. H-Ta1bert 

認為，段落的長度與主題的交叉平行可以隨機應變，這不完美的交叉平行結構是古

代的文學規則，在某些古典文學中，作者為了滿全這個規則，故意避免完全整齊的

平行(例如 Hora略見 On the Art of Poetrv, 347 ff; Longinus, on the Sub1ime, 33:1; 

Dem唱trius， !且主立l章， 5:250) 參 C. H-Ta1bert,“Artistry and Theo1ogy: An Ana1ysis ofthe 

Architec個re ofJn 1:19-5:47," CBQ 32 (1970) 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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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熙雍山上的 144，000 與羔羊(道德生活描述) 14:1-5 
B. 第一位天使宣告:福音及將來之審判 14:6-7

c. 第二位天使宣告:預告巴比倫的滅亡 14:8 

D. 第三位天使宣告:天主對獸的追隨者的降禍與其餘聖

者的對比 14:9-13

E. 天國:收穫 14:14-20

D'. 七禍孟與聖者的解放 15:1-16:21 
c'. 巴比倫滅亡 17:1-19:10 

B'. 審判 19:11-21:8 
A'. 新耶路撒冷(不能進λ聖域的道德標準) 21:9-22:9 

從整個交錯配列結構來看，主題在 E (天國) ，其他的段落都在

輔助天國主題的發揮，因此， C'的「巴比倫滅亡 J (1 7:1-19: 1 0) 也
是為此主題而出現在這個架構內。

17:1-19:10 的結構

I.巴比倫滅亡的序言
A.序言/準備

B.巴比倫滅亡的神視
c.天使對圖像的演繹

1.獸的演繹

2. 淫婦的演繹

11. 巴比倫的審判與反應
A. 天使宣佈巴比倫的滅亡

B.天上宣佈審判

1.懲罰

2. 地上的哀悼

3. 天上歡騰
c.天使預言巴比倫誠亡

D. 天上歡樂
1.巴比倫誠亡的歡樂

2. 讚美回應

﹒羔羊的婚宴

E 天使的邀請及拒絕被朝拜

B. 注釋

17:1-18 
17:1-2 
17:3-6 
17:7-18 
17:8-14 
17:15-18 
18:1-19:10 
18: 1-3 
18:4-20 
18:4-8 
18:9-19 

18:20 
18:21-24 
19 : 1-8 
19: 1-4 
19 : 5-8 

19 : 9-10 

17:1-19:10 的眾多神視主要集中「大淫婦受的懲罰 J (吋 kdmα
TT]5π6pvng 吭5 ~EyáÀT]5) (17:1) 。巴比倫的滅亡本身就是第七禍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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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16:19) ，作者詳盡的描述(17:1-19:10)可能是為「禍孟神視」的

一個注解，從神視者的角度，巴比倫的審判及滅亡已被宣佈(14:8) , 
她的滅亡包括「異民的城 J (1 6: 19)237 。而先知式的對懲罰的描述從
18:4ff開始238 。

巴比倫被標籤成「大淫婦J (1 7:1)-' 這「淫婦 J 圖像在舊約中通
常被用以形容以色列和猶大對主的不忠(特別參考則 16 、 23i39 ，但

是，巴比倫的身份並非指那些反對天主的人，而是羅馬城 (17:9，
18)2ω。在其他重要的「傌經」當中，如西比蓮神論 5:143 、 159 (Sibylline 

Orac1es) ，另外，伯前 5:13 '都將巴比倫比作羅馬，因為在古時，巴

比倫及羅馬皆為普世帝國的中心，兩國亦曾征服耶路撒冷及毀滅聖殿
241 

地上的眾王都曾與巴比倫「行過邪淫J ('mópvEuσαV. 第三人稱
泉數過去不定時態主動語態直述語氣) (17:2 ; 18:3) 。這「行淫」指的

是「崇拜偶像 J .意即對天主的盟約不忠，不過，羅馬從來沒有成為

天主的子民，羅馬只是否認天主，是個「淫婦J' 因此， <默示錄〉在
強調天主的至尊性，所有邦國都在天國之中，羅馬之所以被稱作「大

淫婦J '不單是反對基督徒或甚至觀除天主的子民，而是拒絕承認天

主是造物主，因此，迫害基督徒是她罪惡的結果。此外，無可避免的，

便是將自己「神化J (達 3; 4:30 ;依 14:13-14 ;則 28:12-19) ，以及表

現出難以抑制的野心(則 28:2-5) ，在則詣，連往來經商的也被喻作

「嫖妓」 242 。這兩種特徵都是羅馬擁有的(18:7， 11-14) 。

世上是玉的「行淫J' 毫無疑問，是對羅馬女神的崇拜，她是羅

237 審判似的μα) 只在 18:20 及 20:4 再次出現，字根的意義包含懲罰及判決。

238 J. Bonsirven, L' Apocalyp明 de Saint Jean 帥的: Beauchesne et Ses Fils, 1951), 264, "Par 
deux fois, la chute de Babylone avait été do咽née comm唱 accomplie (14:10 [sic]; 16:19) 
elle est le sujet des de叫 chapitres suivants. Le fait luimême n'est pas racont忌， il est 
suppose dans les lamentations qui remplissent le chapitre xvm." 

239 其他平行文有 17:1 及則 16:15-16; 17:2 及則 16:15，詣， 29; 17:“及則 16:13 ; 17:4b 
及則 23:31-32; 17:6 及其U 16:38 ; 23:45 。如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請參閱 S. Moyise, The 
OId Testament in the Book of Revelati侃， JSNT Supplement Series vo l. 115, Stanley E. 
Porter, ed.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5) , 72旺。

扭。但是，仍有少數學者將巴比倫喻作耶路撒冷，並將 17:1-19:10 為一反猶太主義作品，

這種論接在今日已得不到大多數學者的支持，參 J. M. Ford，垣旦控盟，的cB 38 
(Garden City: Doubled呵， 1975)， 285 。

241 Aun陣、區旦控盟， 829. 另外，參 D.F. Wastson,“Babylon," D. N. Freedman，咕，主.!ill.，
(Garden City: Doubled旬， 1992)。巴比倫/羅馬的精神，在訪台相反造物主:“Asasymbol，

Babylon embraι:es more than the empire, city, and culture of Rome. It is 晶晶 sph釘e of 
idolatry and worldliness under the temporary ∞吼trol of Satan, a worldliness in opposition 
to the people and work of God, a worldliness epito叩ized first by Babylon and then by 
Rome. Babylon as the mother of harlots and abominations in opposition ωGod (17:5) is 
the antithesis of the church 的 the Bride of Christ, The New Jerusalem, and the Kingdom 
ofG心d."

242 E. Adler Goodfriend,“Prostitution (OT)，'在旦旦， 509 ' 

122 



馬是神的代表243 。因此， (默示錄}的作者並無意將「淫婦」比作羅
馬女神，而是羅馬本身。這「女神崇拜」也盛行於小亞細亞一帶，如

厄弗所、斯米納、培爾加摩及撒爾德244 。這些與羅馬結盟的國家/城
市，通常都被羅馬的「君王崇拜」所影響，成為習俗，以表示與羅馬

的緊密連系，並表示效忠245 。因此，巴比倫淫婦和她的淫亂之杯，就
是羅馬的偶像與君王崇拜對農邦國的影響246 ，眾邦國都「喝醉了她淫

亂的酒J (1 7:2) 。

何謂「多水J (úóáTωv rroÀÀwv)(l 7: l)?這是「淫婦」所坐之地，
在 17:15 中，作者解釋此水為「諸民族、群眾、邦國和異語人民J (參

達 3:4) 。另外，巴比倫也被描繪為一隻七頭十角的朱紅色的獸抑。這
獸無疑是從海上來的獸(13: 1-8) ，並且它也是從深淵上來的巨獸
(1 1:7) ，在古代的猶太宇宙論中， r水J .., i 海」、「深淵」往往被用作形

容威脅天主的一股搗亂勢力。這些「水」有時像希伯來神秘、學中的「里

外雅堂」飛龍/腕蛇，天主要用劍來對付淵。
而獸的來源，就是反對天主的人，所謂獸身上的「褻潰名號 J'

指的是凱撒所冠以的神號或榮譽。作者被領到曠野 (È1 5
ËPll IlOV)(17:3) ，這真作者沒有用冠詞來指定哪一個曠野(在 12:14 '那

位身披太陽的女人所逃往的曠野，則用了冠詞)012:14 的曠野，是保
護和滋養「女人」之地，使人記起以民的曠野經驗(耶 2:1-7 ;歐 2:14)

及天主的承諾(依 41:17-19; 43:19-21) 。在此處， 17:3 的曠野則是一

混亂之地，是詛咒、審判及死亡之地(耶 4:23-26) 0 Swete 一針見血
的形容此地乃缺乏天主生命的枯竭之地帥，這也相似創世紀中混沌一
片的情況(創 1 :2) ，在耶 4:23-詣的曠野指的是犯罪的以色列的遭過。

因此， r巴比倫」是枯竭、混亂、反天主的一個代號，這與新耶路撒

冷的境況是雲泥之別250 。

到3 R. Mellor, ~EA P f1 MH: The Worshio of the Goddess Roma in the Greek Workl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5), 22ff. 

2科向上， 51-52 ' 56-59 ' 80-81 ' 
245 D. Fishwick, 1he Imoerial Cult in the Latin West: Studies in the Ruler Cult of the West互相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oi泊， vol. 1, 1 (Leiden: E.J. Brill, 1987), 50. 
246 B削岫am， r盟h盟主， 343; 另 Taci悶， 1he Annals ofImoerial Rorr嗨， rev. 叫， M. Grant. 

trans. (N. P.: Dors措tPre品， 1984), 15 : 44 。

247 這與女神絲碧麗 (Cybele) 有點相似;傳統的圖像將她放在一頭獅子上

(Howard-Brook & Gwyther, !l位坐坐車， 106-8) 。她是自然與生育之神，由於她被派往
管轄泉山和堡壘，她的皇冠狀似城牆。

M 參詠 89:9-10 ;約 26:12 ;依 27:1 ; 51:9-10 。在{默汗品}中，作者所見的神視通常
有兩層的意義:當代及歷史，另外，還有神修上的象徵意義。獸在{默示錄〉中被

喻作羅馬帝國。

249 Swe嗨，企E坐坐過星星.214.
250 T.E. Schmit,“‘And the Sea was no mo峙': Water as P∞ple ， not Pla侃，" To Tell the 

Mvsterv: Essavs on New Testament Eschatolol!v in Honor of Robert H. Gund阱， T.E 
Sc訕訕ldt & M. Silv官， eds., JSNT Supplement Series, S. Porter, ed. vol. 100 (Shef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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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華麗的衣服可能是第一世紀的廟技通常穿的服飾251 ，顏色

的豔麗是羅馬上流社會的達官貴人服裝寫照，她「全身點綴著金子、

寶石和珍珠」只是展示她的淫亂252 ，她以此姿色來吸引男人，便與他
們犯罪(17:2) ，她的金杯滿載一「淫亂的酒 J (17:2) ，即 r.淫污」

(戶öeÀúyJ.lαTα: 討厭、壞透之意，思高版譯作「淫污J [17:4])253 。她
杯中所放的是「荒淫的烈酒J (1 8:3) ，所有喝此酒的人，無論是誰，
已隸屬於羅馬帝國的管轄254 。是邦圓一定如巴比倫一樣誠亡(16:19 ; 

男參得前 5:3) 。

巴比倫額上含有奧秘的名字: r偉大的巴比倫!淫亂和地上可憎

之物的母親J (如ßuλE的 h J.leyáÀT)， ηldlTrlP TE-v TTOPVC-V Kαi TE-v 

戶öe入UYJ.láTωV.于IS yÎ)S) (17:5) ，當時的羅馬風俗，凡妓女的眼輯都寫
上自己的名字，因此，巴比倫這大淫婦也有她的名字255 。這名字正是

巴比倫的真正本色，正如那 144，000 的額上都刻有羔羊和父的名號
256 。這「奧秘J (μuσTJÍplOV) 的意思，代表名字的內在象徵意義257 。

因此，所有巴比倫的子女，由於與「母親」的聯繫，都是淫婦。

這婦人痛飲了聖徒和殉道者的血(17:6) ，這明顯地說明，在羅馬

尼祿王當政時，對基督徒的迫害，後來，這迫害實際上停止過，直到

作者的時期，杜覓慈再次發動迫害258 。羅馬對教會的迫害，終於自食

Sheffie1d Academic Press, 1994), 236ff. 
251 Swe脂，企E坐坐主區里， 216.
封2 提洛的王子有類似的打扮(則 28:13) 。有關猶大與耶路撒冷，參耶 4: 30 。
253 另參 14:4 ; 21 :27 0 17:4 的「和」似的)將「可憎之物」和「淫污」連結起來，可解

作「可憎 J = í淫污 J '在 LXX 中， ßðÊÀuy~α (!ìpt1i及門J!l'訂) ，解作禮儀上的禁忌
(屍體)、不潔的動物、不正常的性行為(通姦)、拜偶像、祭把兒童及向上主獻上不

全的犧牲。

254 Bea1e, ß笠d型垣且 855: “The metaphor [ica1 cup/wine) symbo1izes Babylon's promise ofa 
prosperous earth1y welfare for its wi1ling subjec峙， which inωxicates them. The 
into恆icating intluence b1inds them to Baby10n's evi1 nature and her u1timate insecurity 
and deceives them about God as her future judge and as the on1y true foundation (or tru唱
prosperity ... The wine ∞>mes direct1y from the hand of Baby10n b叫t ultimate1y from the 
hand ofGod, as does Baby10n's own destruction." 在耶 51:7. 巴比倫被稱為天主手中的
金杯，這杯是眾邦國為她而醉咽淫亂。

255 W.J. Harrington, 1'he Aooca1vose of St. John: A Commentary (London: Ge沿街ey
Chapman, 1969), 208. 

256 P. Prigent, 1:, Aoocalvose de Saint Jea!!, Commentaire du Nouveour Testament 14, F 
Bovon et a1, eds. (Paris: De1achaux & Niestl忌， 1981), 259 

257 Swe峙，在世@y澄S;， 210 
258 Suetonius, Ihe Twe1ve Caesar宮， Life'ofDomitian, 12: “Domitian's agents collected the tax 

on Jews with a pecu1iar lack of mercy; and took proceedings not on1y against those who 
kept their Jewish origins a secret in or吐er to avoid the t缸， but against thos唱 who 1ived as 
Jews without professing Judaism." 歐瑟比對教難也有記述:“He showed himse1f the 
successor of Nero in enmity and h叫ti1ity to God. He was, in fa仗， the second to orμnize 
persecution against us, though his father Vespasian had no mischievous designs against 
us." (!:!istorv of the Church,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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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果，在 18:1-19:4 獲得嚴重的審判。

在 17:7 中，作者記述天使的說話，藉天使的闡釋，說明淫婦與

獸的意思， ，.獸」指的是尼祿訓。作者可能有意說明尼祿曾一度受創
傷(13:12) ，但後來被治好，或這獸代表假死回歸的尼祿260 。從 13:3 ， 12, 
14 來看，獸的致命傷口被治癒，可能暗指迫害再度重現。獸的傷口

被治癒正帶給世界驚奇(17:8) 。因此，杜覓慈是再世尼祿的說法似乎

不太可能，國為當時的人深信尼祿會從東方帶著軍隊回歸。

淫婦坐在獸的七個頭之上，作者形容為七座山(17:9) 。明顯地，

作者指的是羅馬的七座山。七頭同時也是七位君王(五位己經倒了，

一位仍在，另一位還沒有來到 [17:10]) 。這真主要有兩個解釋:l.象

徵意義; 2. 七位君王NP第一世紀羅馬帝國的康玉。「七」位元君王當

然是一個象徵數字。當吹響第六號角和傾倒第六禍置的時候，作者對

災禍詳盡報導，指向最後潰敗的來臨，當第「七」來臨時，只是一段

短暫但重要時期 (9:13-1 1: 14; 15:13-16; 12:12; 17:12; 8:1) 。儘管作
者的教會還未遇上最大的危機，但是，從種種跡象顯示，己慢慢步向

這個境況，如果還不警醒 (16:15) ，當真正的危機來到時，他們就會

被獸(反基督者)掠去而毫不知情261 。

至於七位君王，正確所指是誰，無從稽考，最普遍的一個說法是

奧古斯都 (Augustus) 開始，一直到第六位君王瓦斯帕斯

(Ve叩asian) ，其中弟鐸王 (Titus) 是國許最短的一位(兩年) ，存留片

刻 (17:10) ，杜覓慈就成為「那先前在而今不在的獸 J '是第八位
(17:11) 0 17:12 叉出現另十位君王，所指是誰，作者並沒有說清楚，

不過典故來自達 7 。關於十位君王，有以下三種意見:

1.十位君王是跟隨尼祿班師回朝的是王262 。

2. 凱撒的代表[包括高爾巴(Ga1ba) ，奧圖(Otho) ，維達李奧斯
(Vitellius)]263 。

3. 羅馬在小亞細亞的藩王訕。

綜觀之，第一解釋最為合理，因為第二解釋指出己得王位的君

主，但 17:12 清楚說明他們還沒有獲得主位。第三解釋中的藩玉，早

即有關羅馬=巴比倫=尼祿=6“，請參閱第一章，而獸(()r]pIOV) 的希伯來文是 ì 1 '-，口。

們= 400, -, = 200，可= 10, 1 = 6, ì = 50 :的0+200+ 1 0+6+50 = 666. 
2曲當尼綠逝世後，有謠言傳說他並沒有真正死去，只是逃往東部，人民都期望他回歸，
他們指望尼祿「復活」後，將帶領一隊強悍的士兵回歸，當然這不可能成為事實，

後來就演變為一個神話。參L. K削缸，“Ha曲an and the Nero Redirivus Myth，"且迎
79 (1988) 96 。

261 Sweet，區旦凶旦旦， 259.

262 Collins，企旦旦鐘~里， 121-22， Bauckham, r盟E坦白， 430.
263 S. Gi說， L' Apocalypse et L' Histoire: Étuðe historique sur L' Apocalypse Johann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7), 83. 
2制 Swe峙，旦旦旦控i鈕，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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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羅馬 í f于淫 J' 不是到此才出現。而東方是王會給與尼祿權柄(獸

的權柄) (1 7:17) ，因此他們一起與天主的羔羊和聖者交戰(17:14 ; 
19:11-12) ，無論如何，他們最後將被征服265 。

c. 注釋:第十八章宣佈巴比倫的滅亡
整章都是描述巴比倫的滅亡。 18:2-3 明顯地道出巴比倫滅亡後的

境況(參依 13:19-22 ; 21:9 ;耶 50:12-13) ，或可說是她的現狀266 。全

章充滿引自舊約的典故(耶 50-51 ;依 13 ， 47 ;鴻 1-3 ;則 28 等) ，古

時對尼尼微、巴比倫、提洛及耶路撒冷的宣告，全部都與神視者的情

形有關，國為都是講述受造物如何反抗造物主的表現。

18:4 中，天主的百姓被召出來，以免沾染巴比倫的罪惡和懲罰

(參耶 50:8; 51:6, 45) ，這些百姓被命令對巴比倫進行「報復J (1 8:6 ; 
耶 50:29 ;加上 2:67-68) 。這「報復」來自 8:2-5 聖徒祈禱的結果267 。
另外，種種災禍降在天主的敵對者身上，皆因天主前的兩位見證者

(11:6, 10) ，他們也是教會忠貞的見證者268 。從這個角度來看，巴比倫
的滅亡，主要有兩個原因:天主的大能和信徒的見證(19:11ff.)269 。

另外，百姓的「兄弟」天使 (22:9) 也被召去審判巴比倫，因為在整
部{默示錄〉中，天使經常負起懲罰審判的任務。

對於巴比倫的城亡， 18:1-24 可說是最嚴重的一次預言。天使將

一塊大石頭拋在海中並說: í偉大的巴比倫必要這樣猛力地被人拋
棄。 J (1 8:21) 。這跟 8:3-5 中有三個共通點:

1.天使在聖者的祈禱後才開始行動 (6: 10-11; 8:3; 18:20; 19: 1-3) 。

2. 兩次行動都有喻意。

3. 兩次行動都為審判那些不信主的人。

這些象徵行動在古代先知中甚為普遍(依 20 ;耶 19 ;則 4-5) , 
所有神秘性的行動都是為首11導人而作。

的:9-20 是一首為巴比倫而寫的哀歌或悼詞，但是，與此同時，

另一方面也是歡欣喜樂的時刻，那些曾被她迫害的，是凱旋歡樂的時

候，而迫害人的，就是哀悼的時期，那些世上的君主(18:9-10) 、船

長和商人 (18:17b-19) ，都在頭上撒灰，流淚哀悼巴比倫的滅亡。不

過，所有的聖徒、宗徒和先知則歡騰踴躍(18:20; 19:1-3) ，因為天主
為他們伸了冤。這襄也是作者在{默示錄〉中慣用的二元對立手法，

265 G.K. Beale,“The Origin of the Titl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n Revelation 
17:14,"NTS 31 (1985) 619. Beale 看出 17:14 的「萬主之主，萬王之王」乃引自達 4:37

(LXX) ，達 4 的巴比倫玉的王位被奪，正是預象宋世時，基督將永遠為王。

266 巴比倫所遭的懲罰，皆來自她使眾邦國飲她的淫杯，並與眾王「行淫J(18:3) 。
267 卸的，扭坐坐迪亞畫， 109.
268 同上， 134 。

269 Bauckham, r扭捏鈕， 237 ;申 17: 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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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比倫的滅亡，烘托出信徒的最後凱旋。

作者在 19:9 中寫上〈默示錄〉真褔七端中的其中之一: r被召赴

羔羊婚宴的人，是有褔的! J 這婚宴與 19:7b 相關: r因為羔羊的婚

期來近了，她的新娘也準備好了」。這就是「讓我們歡樂鼓舞，將光
榮歸於祂吧」的原因(19:7a) 。究竟這「婚宴」若何. <默示錄}的作

者並沒有說明清楚，不過，可能與 19: 17 的「天主的大鐘席」有直接

關係(另則 39:17-20) 。這直接關係不是他們彼此之間互相等同，而是

另一個對比. 19: 17 所敘述的是反基督者的慘敗，他們的肉將被飛，鳥

吃盡，而在 19:7 的婚宴，就是為那些朝拜天主的人所準備的永恆褔

樂。

作者可能欣喜若狂，就俯伏在天使前要朝拜他，但是天使強調:

「萬不要這樣作，我只是你和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們的同僕，

你只該朝拜天主」。這幾句說話表明天使也如同聖徒一樣，為耶穌作

見證，他只是天主台前的一位使者，承行天主的旨意，履行聖者們的

使命，傳播福音(14:6-7) 、祈禱 (8:3)及作證(19: 1 0) 。

D. 神學訊息
在這兩章多的篇幅，作者活靈活現的描述了巴比倫與獸反抗天主

的情況。作者善用二元對立的手法，以世界的罪惡，來烘托出聖徒的

正義，特別在《默示錄〉的下半部(12: 1 司22:21) 。巴比倫是這個世界

的縮影，代表人類對主的反抗與連命。不過，最終的時期，聖徒將獲

平反(14:14-20) 。作者以尼祿王的一個家傳戶曉的傳說來說明惡勢力
終被消滅。巴比倫的城亡。7 ' 18) 正是作者激勵受迫害的信徒，要
堅持信仰到底。縱然從神視者的角度，巴比倫/羅馬還沒減亡，但是，

她的將來是可預見的一一反基督者必敗。聖徒的祈禱與預言被天主所

接納，並從天主那真派遣天使為這些祈禱和預言服務。基督與聖徒最

後獲得永遠的勝利，獸將永久潰敗(19:11-21) 。所有步武勝利的「被

宰羔羊y 一定會戰勝巴比倫與獸。在作者生動的二元對立手法下，
清楚活現讀者眼前。

E. 牧職反省
明顯地， <默示錄〉是一部反帝國主義的書。不過，從女性神學

的角度來看，除了默 12 的「女人」和默 22 的「新娘」的形象較為正
面外，迫害教會的羅馬帝國主義者，是以「大淫婦」來形容。因此，

在反帝國主義的原則底下，是否不自覺地潛藏著性別歧視呢?

從修辭釋經方法來研究{默示錄卜發覺在反帝國主義的語句後

面，發展了另一條主線一男性主義。這男性主義從東到西，從古至今，

教會內外，都是社會、政治、宗教、經濟和家庭的生活模式主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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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默示錄〉中大部分的負面形象，都以女性作為代表，這正反映

了教會兩千年以來，在男性主義的環境中成長，到最後亦成為一個男
性主義的信仰團體。

〈默示錄〉正如第一段所說，在反帝國主義的原則底下，流著男
性主義的血液，而這男性主義，正是政治上帝國主義社會的模式，那

末， <默示錄〉是「反」還是「和 J ? 
究其實，帝國主義包含了男性欺壓女性的情況，就算默 21:2 所描

述的漂亮的新娘，最終還是不能獨立自主，而要順服于新郎權下，因

為這是中東一帶的文化思想:妻子一定遜於丈夫。這社會意識形態影

響著《默示錄〉的作者思維，女性永遠隸屬男性管轄之下。
在默 22 中，新郎才是主人，因為在羅馬帝國的制度中，永遠沒

有女性擔任主導的角色，她們的社會地位跟見童一樣低下，換言之，

社會中只有男性的聲音。

因此， <默示錄〉中的大淫婦，正是反帝國主義中「帝國主義」
的不滅之魂。一方面象徵羅馬帝國對教會的迫害和引謗，另一方面，

卻不自覺地宣揚了帝國主義中的男性主義，把本來平等的女性壓到水

平之下。正如舊約中那些不思的以色列子民，都以淫婦來比喻(歐 1 : 

2)，在這種比喻當中，男人(以丈夫作喻天主)永遠是對的。

在當年的政治社會架構影響下，反帝國主義的{默示錄〉不自覺

地傳染了帝國主義的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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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正義與審判〈默示錄) 19:11-20:15 

雖然很難說{默示錄〉的哪一部分最扣人心弦，但是， 19:11-20:15 
出現了幾乎所有〈默示錄〉的「主角 J. 白馬騎士就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獸、假先知、龍、獸印及獸像、硫礦火坑、撒彈被囚

一千年、與基督為王、哥格和瑪哥格的慘敗、生命冊及最後審判、

死亡和陰府的最後潰敗(另參閱得前 4:13-18 ;伯後 3:1-13) 。此一段

落對後來的神學影響頗深，例如天國 (19:11-21) 、千年 (20:2-7)及
普世救贖 (20:14) ，這些概念比較神學性，亦是本章探討的對象。

A.19:11-20:15 的背景

從 12 : 1 開始， {默示錄〉進入一個新的部分。在「七印」神

視 (5:1-8:1)及「七號角」神視 (8:2-9:11) 之後，默 12 開始了一系
列嶄新的圖像:女人、男孩、龍、獸及天使270 01 9:11-20:15 與 l引用 10
及 21:1-22:7 有一不同之處，就是在這段落中，只講及審判、詛咒和

破壞，與其他兩段上下文則描述光榮、讀美和美善。在文法上， 19:11 
的 Kαì ÈtOOV 在〈默示錶}共用了 32 次，只在 17:6 至 19:11 作者並
沒有用上，後來再用了七次(19:17 ， 19 ; 20:1 , 4, 11 , 12 ; 21:1) 。究
其實， 19:11-20:15 詳述有關天主與基督在最後時期的審判行動，戰

爭的主題早在默 12 開始，在此處以最後推翻撒彈及其同黨作結。

從這個角度看， 19:11-20:15 不只是總結默 12-20 '也是完成這一大
段落中，有關毀滅與審判的神視，以作默 21-泣，有關「新」、「生

命」、「光」與「和平」等神視的準備。

B. 注釋
19:11-20:15 詳述天主最後打倒一切仇敵的神視，分別在五個部分

中加以描繪271 。

1. 19:11-16 
白馬騎士的名字是「忠信和真實者J' 祂出現時光芒萬丈。她所

交托的使命就是憑正義去審判及作戰，將天主的仇敵打敗。

270 默 12-20 共九章中的重要詢彙包括「獸J (6r]p'lO\I '出現共 37 次;另 6:8; 11:7) ;審

判 (K~Úνων ， 14 次;另 6:10; 1 1: 18): 龍(1ìpáKων， 13 次) :一千 (x山的/)(l;l.tOI:
11 次;另一至十一章共 17 次: 7:5-8 共出現 12 次) ;戰役(πÓÀEμ0古;共 11 次;在一
至十一輩共 4 次，只是備戰狀態) :像 (E'IKφ← 10 次) :印(xápay間， 7 次) ;標記

(OT]凶。ν ， 7 次) ;引誘(的α吋ω ， 7 次，另 2:20) :額(山TωTTO\l' 5 次;另 7:3: 9:4: 
22:4) ;及假先知 (ψw1ìoπpO制而宮， 3 次)。

271 這五部分粗略以連接從句 (conjunctive c1ause) , “Kαì (100\1"作分別 (19:11 ， 17， 19 : 

20:1 , 4, 11 , 12) 。縱然在 19:19 與 20:12 兩節中沒有指示出一個段落隔離，但在 20:7

有一「隱蔽」的段落隔離。在 21 : 1 則帶領出最後的神競 (21: 1-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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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17-21 
扼要總結騎士宣戰的結果，獸與假先知被扔到硫礦火坑中燃

燒，所有獸與假先知的追隨者皆被騎士的劍所殺，然後有鳥來

吃他們的屍體。

3. 20:1-6 
此段描寫撒彈的千年監禁，及基督與拒絕獸印的追隨者的勝利
為主。在這段落中有兩個重點:

a. 對撒彈的囚禁，目的在使它的詭計「緩刑」。

b. 第一次復活是為那些拒絕朝拜獸或獸像，並且不接受獸印

的人， 20:4 隱喻，那些復活者將與基督同為判宮，這審判

一直等到 20:1卜的的公審判完成為止。

4. 20:7-1。
在「千年」的末期，撒彈取得最後的機會去迷惑萬民，驅使他

們與它並肩作戰。但是有火從天降下，破壞了撒彈的計畫u '然
後，撒彈被投到硫礦火坑當中，與獸和假先知接受永苦。

5. 20: 11-15 
最後審判執行，在這公審判中，所有亡者將站立在寶座前，以

他們的功行面對天主，所有沒有被登記在生命冊上的，就被投

入火坑中。

綜觀之， 19:11-20:15 的中心思想，是天主征服所有仇敵，並將永

生賜予所有棄絕魔鬼的人，天主將會通過基督(即自馬騎士)在最後

戰役中凱麗，所有信徒將分享基督的權柄，審判萬邦。

現根據此段落的五大部分進行注釋:

1. 19:11-16 白馬騎士
「天開」有時指向一個迫近的「主顯 J (則 1: 1 ;瑪 3:16 ;路 3:21 ; 
若 1:51 ;宗 10:11 ;默 4:1 ; 11:19 ; 15:5) 。如今， r主顯」在一位

白馬騎士身上，在 6:2 也出現過一位白馬騎士，他給世界帶來災

禍。這辜的騎士好像加下 11 :8 的那位，是一位神聖的戰士，將猶

太人從里息雅解放出來(另加下 10:29-31) 。這騎士將以正義去審
判，正如舊約中的天主一樣(詠 9:8 ; 72:2 ; 96:IJ; 98:9 ;依 11:4

等)。這位騎士名叫「忠信和真實者J (m的白 K叫 àÀTj8Ivós-) , {默
示錄〉只有在此處用一題語作為一個名號，但與〈默示錄〉其他

地方一脈相連 (3:14 ;男參 1:5 ; 3:7 ; 6:10) 或天主的話 (21:5 ; 
22:6) ，祂叉名「天主的聖言 J (ó Àóyo5 TOÛ 8coû [19:1月;參若 1: 1, 
14)及「萬主之主，萬主之主 J (如σIÀeÙ5 ßcxσl入hvkfxi kbplog 
KUpIWV; 19:16; 17:14) ，不過，還有一個名字，除祂以外，沒人
認識(19:12) , 19:16 的名號很可能來自達 4:37 (LXX, 8eò5 T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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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ùv Kαi kilplog TChvkuplωVKαi 戶ασIÀeùs TWV 戶ασIÀEωV ， 另參
達 2:37， 47 ; 3:2 ;申 10:17 ;加下 13:4 ;弟前 6:15) ，這都是達 4:32

的伸延 (MT，只可口U 可句口)272 。
騎士的出現是壯觀的 (19:12-16) 。抽的眼睛有如火焰273 ，這正是

復活基督的形狀(1 :14 ; 2:18 ;另達 10:6) 。另外，祂口中射出一

把利劍 (1:16 ; 2:16 ; 19:15, 21 ;另參 2:12) ，並以鐵杖統治他們

(2:27 ; 12:5 '另參詠 2:9) 。值得注意的，白馬騎士頭上帶著許多

冠冕，相比之下，龍只有七冠冕(12:3) ，獸只有十冠冕 (13:1) , 
這表示她對宇宙擁有全權(參加上 11:13) 。騎士被寫上

(yeypa仰切OV. 參 2:17; 14:1 ; 17:5)兩個名字，那「誰也不認識」
的名字，作者沒有說明名字被寫上的地方，但另一個名號「萬主

之王，萬主之主」則寫在蓋在祂大腿的衣服上(19:16) 。除了口中

射出一把利制，祂還要踐踏那充滿天主忿怒的榨酒池 (19:15 ;另

參 14:10; 19-20; 16:19; 14:8; 17:2; 18:3) 。

夫主的義怒是針對一切反基督者，祂已完全武裝準備去實行此一
審判(參依的: 1-6 ;哀 1: 15 ;岳 4: 13)274 。

2. 19:17-21 獸、假先知及其軍隊的陣亡(反基督者的慘敗)
天使經常出現在〈默示錄〉作者的神視之中 (5:2; 7:1 , 2; 8:2; 10:1 ; 
14:6; 18:1 ; 19:17; 20:1) 。在 19:17 '天使站在太陽之上，表示一

個光芒漂亮的形象，他大聲向飛鳥喊說，請它們宴吃人肉(19:21 ; 
加下的:33) ，這正表示反基督者的潰敗，因為他們的肉都被飛鳥

作為飼料(依 34:6 ;耶 46:10 ;索 1:7 ;另參默 19:9) ，這飛，鳥的餐

單就是列玉、將帥、勇士、駿馬、騎馬者、自主的、為奴的以及

大小人民的肉，不論身份地位如何，凡反基督者，一律敗於天主

面前 (6:15) 。

獸在 19:19 重現，它首次出現在 13: 1-帥，其主要任務就是消滅列

國、褻潰夫主及在基督徒團體掀起戰爭，致使全大地都跟隨及朝

拜它。在大地上，它行使的是龍的權柄(從默 12 開始) ，不過只是
一個短暫的時日(四十二個月 [13:5]) 。另一獸在 13: 11 出現，從屬

272 G.K. Beale,“The Origin of the Titl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n Revelation 
17:14，".1旦旦 31 (1 985) 618-20 0 Beale 正確地指出達 4:32LXX 是默 17:14 的來源，比

哈諾客一書 9:4 更接近。另外. T. B. S later,“King ofKings and Lord ofLords' Revisited," 
盟TS 39 (1 993) 159-60. 他同意 Beale 的說法，並認為達 4 是默 19:“最可能的來源。

MT: Massoretic Text (瑪索辣經文;希伯來文注有母音的經卷)。
273 ["火焰 J ([此]中!λòç 叫po宮. a flame of 伍re) 在舊約中，通常被解作毀滅，例如德
的:24 ;依 29:6 ;哀 2:3 ;岳 2:5 。

m 依 63:1-6 的衣服所染的血，是上主仇敵者的血，在 19:13 所說的血則不清楚，可能
是來自基督(1 :5; 5:9; 7:14; 12:11) 或是祂仇敵在戰場上所激流的血(19:21) 。但

從依的的角度來看. 19:13 的血很可能是後者，即仇敵者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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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隻獸之下，此獸的任務是引導信徒跟隨第一隻獸，它所施
的技倆包括行奇跡、把生氣賦給第一隻獸及給人的右手或額上列

印275 。如今這獸與列王聯合一起，這些君王皆被形容為罪惡的

(6: 15 ;而:14; 17:2, 18; 1 肘， 9) ，但是基督仍能夠壓服他們 (1 :5) 。

在這景況之前，他們會與獸合作，跟天主的子民作戰(16:14 ; 
19: 19 ;另詠 2:2) 。

這場戰役十分相似 16:14-16 及 20:7-凹的兩場，這是一場「默示

錄」之戰，戰役(只在此處加上冠詞 Tbv ，變成 TGv 的λEμOV) 。這
戰役涉及時: 16 所述的「阿瑪革冬 J'即古時有名的戰場默基多(民

5: 19 ;列下 23:29) ，作者以此比作戰爭的慘烈(默基多原本是一個
城鎮，不是山區)276 。

從 19: 19♂ 1 到 20:7-10 '作者所強調的，是天主的仇敵最後會被推

翻。在 19:20-21 所描述的戰事中，獸與假先知同被擒殺。假先知

首次出現在 16: 13 '從他口中出來了三個不潔的神，他們施行奇

跡，並召集是玉，在天主的偉大日子上交戰。他在 20:10 重現，

與獸一起被投入火坑中(另參戶 16:30 ;達 7: 11) ，這位假先知隸屬
於獸權下，並繼續第二隻獸的工作 (13:11-17)of火坑」在《默示
錄〉的結語篇十分獨特(19:20; 20:10， 14國的; 21 :8)277 。這火坑不

致人於死地，而是永遠的審判 (20:14) 。火坑象徵一切反對天主的
人接受永遠審判之所，這永判比死更痛苦難受。獸的其他餘黨則

被騎士口中所射出的劍殺死(另參依 11 :4) ，而肉盡被飛，鳥吃光，
表示他們的失敗是徹底的。

3. 20:1-6 干年王國
作者繼續看到另一個神視，一位天使從天降下 (20:1 ;另 10: 1 ; 
18: 1) ，手持深淵的鑰匙。: 1 ，另 1:18 ; 3:7) 及一條大鎖鏈。深淵
的鑰匙，是在吹響第五號角時，從天而降的一顆星帶來的，深淵

的洞穴打開後，有煙和捏蟲出來，囡此太陽和天空都昏暗了，煌

275 默 17 與默 13 所說的「獸」﹒均指羅馬。不過，兩者形象上有少許分別:

1. 9T)pIOV (獸)在 17:3 中沒有一個前指冠詞(anaphoric article) ，因為從 13:1 開始，每
次提及第一隻獸，都加上冠詞;

2. 它們擔任不同角色;

3. 在不同的神視中出現;

4. 一些有關第一隻獸的特徵沒有在默 17 中出現，例如獸印與獸像;

5. 默 17 的獸沒有一個受傷的頭(在 13:3 中的獸則有)。

276 關於 16:“的釋義，參M.G Kline,“Har Magedon: The End ofthe Millennium," JETS 39 

(1 996) 207-13 。默基多，位於耶城以北 88 公里 (55 英里) ，在 20: 9 中，魔鬼的軍

隊只保衛聖者的帳幕和「蒙愛的城芭 J (1 4:20) ，所以，戰役的地點只是一個象徵意

義。
277 參 14:10 ;依 30:33 ;哈諾客一書 27:2; 48:9; 54:1; 90:26-27; 103:8; 啥諾客二書 10 ; 

梅瑟升天錄 10:10 ;巴路克第二默示錄 59:10 ;依撒意亞升天錄 4: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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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受命去傷害那些額上沒有天主印號的人，然後，從深淵出來了

一巨獸 (11:7) ，殺死那兩位見證者，在 17:8 '獸再從深淵上來，

但是自趨要亡。由是觀之，深淵乃天主仇敵的居所，這些仇敵是
迫害教會的勢力。

天使抓住了龍 (20:2-3 '另參 12 ;而:13) 。這龍在此處表態為「遠

古的蛇J (0 Öq, 15 0 èxPXâl05 ; 12:9 '另參創 3: 1, 14-15 ;依 27:1) , 
是魔鬼，即撤彈(另參約 1-2 ;臣 3:1-2) ，這龍被摺共一千年，並

被拋到深淵裹，一千年囚禁之後，被釋放一段短時期，這種說法
完全符合猶太及初期基督徒的期望，就是天主的仇敵會被扣留，

直至最後審判來臨之日(依 24:21-23 ;伯前 2:4 ;猶 6; 哈諾客一

書的:12-19:2 ; 21:1-6) 。

20:2-7 描述了「千年」的兩個景象:撒彈被囚和基督為玉。全部

聖經只有在這段落， ，千年」連續出現達六次之多(另參詠 90:4 ; 
伯後 3:8)278 。不過， ，千年」如其他章節一樣，在此處並沒有任何

數字上的象徵 (5:11 ; 7:4-8; 11:3 , 13 ; 12:6; 14:1 , 3, 20; 21:16) , 
只表示一個很長的時間，在這一千年當中，只有兩個事件:撒彈

被囚及信者為玉，爵王的地方明顯是在天堂，因為，按{默示錄〉

的記載，只有在天堂才有寶座(除了 2:13 ; 13:2; 16:10 提及撒彈
的寶座;另參達 7:9 ， 22， 27; 瑪依28 ;路 22:30 ;格前 6:2)279 。
其實， ，千年」的意義，指出在天主對祂的仇敵作出最後的審判之
前，天主的見證者將會獲得勝利，縱然他們為基督作證而被斬首，

但是憑著基督，他們將戰勝死亡，並獲得第一次復活(參若

11:24 ;希 11 :35) 。至於「第二次復活J' 作者雖然沒有詳加解釋，

但是己隱含在 20:5a 中，指的是那些在最後審判時被復活而站立

在天主台前的人。

於第一次復活是有福的，是聖潔的 (μαK叩105 Kα1αyl05 0 EXωv 
戶p05) ，這些復活的人不單只是有福，也是聖潔的，他們的復活
與聖潔，象徵基督信仰的勝利，如果那 '1 ，260 天」象徵見證者對

異端的凱旋 (11 :2f.) ，那末，「千年」正是代表基督信仰的偉大勝
利。縱然殉道者受迫害的日子不算短，但是，相對於「千年」的

勝利凱麗，這只是九牛一毛。

這「有福的」是〈默示錄〉中第七個真褔(另參 1:3; 14:13; 16:15 ; 
19:9 ; 22:7, 14) ，他們都不會受第二次死亡 (2: 11) 。關於第二次死

278 一個暫時的「為王」普遍地被猶太及基督徒作者們期望:依 11:10-16; 65:20-25 ;達
7:14, 27 ;哈諾客一書 9卜104 ;西比蓮神論 3:162 ;禧年紀 23:27司29， 31 ;梅瑟升天錄

10:7 ;巴路克第二默示錄 29:4-30:1 ; 39:7 ; 40:3 ; 72:2-4 ;格前的:23-28 等。

279 M. Gourgues,“The Thousand-Year Reign (Rev20:1-6):Terrestrial of Celestial?" CBQ 47 
(1985) 676-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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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20:14; 21:8) ，是為一切反對天主的人的最後結果。
那些第一次復活的人，將與基督同為司祭(男參 1:6; 5:10) ，在新
約中，司祭並不享有法律或皇族的地位(另參出 19:6 ;依 61:6 ; 
伯前 2:5 ， 9 ; !TIf 6: 13) ，這襄不是說他們被派司祭的職務，只是以
司祭侍奉天主的親密關係，來形容聖者與天主的關係280 。

4. 20:7-10 撒彈的失敗

千年過後，撒彈從深淵中被釋放出來 (20:7) ，他再次去迷惑四極
的人(另參則 7:2 ; 38:4吭 15) ，他們的數目如海邊的沙粒(參蘇

11:4 ;民 7:12 ;撒上 13:5)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發動一場相反基督、

聖者及新聖城的戰爭。

則 38-39 的圖像再次重現(男參 19:11-16) ，尤其是哥格與瑪哥格

的出現 (20:8; 另參創 10:2;編上 1:5;5:4[希伯來文版] ;亞 7:1 [LXX 
版] ; lQMll:峙-17) 。作者並不在意維持哥格與瑪哥格的分別(哥

格是人，瑪哥格是一地方(則 38:2 ;在 LXX 的希臘文為“ωYK叫

T1Ìv yvv TOÛ Mαyωy) 。作者只利用這兩個名號，作為一切反對天
主的人的標記281 。在則 38-39 中，天主命令厄則克耳去說預言，
反對瑪哥格的哥格玉，這哥格王將要集合普世的軍隊去打擊以色

列。夫主將克制哥樁，因此普世萬民會看見天主施予以色列的救

援(則 38:16， 23 ; 39:13 ， 21-29) 。這集中在以色列的描寫，雖然並

不在 20:7-10 出現，但是內容仍是一樣，就是天主克制泉邦園。

撒彈與他的軍隊正聚集在一片適合打仗的地方 (20:9; 另參達 12:2

[LXX] ;啥 1:6 [LXX]) ，他們圍困累聖者的營幕和蒙愛的城皂，不
過，天主以天火克制及消滅他們(參列下 l夕，峙，當阿哈齊雅玉

拘捕厄里亞之後，天主從天降火吞噬了玉的五十人，保護了厄里

亞) ，另參考則 38:22; 39:6 。無論哪一個事件，忠信天主的人終被

保護，這段落是自 19:19-21 之後，關於夫主的人的第二次「軍事

行動 J' 在這「戰役」中，天主主動地干預。撒彈及其軍旅被投入
火坑之後，他們並沒有死亡，而是遭受無窮的痛苦。

20:10 總結了世界窮盡之日的境況，那時將不會有任何餘民留在地

280 Mounce，旦控d旦旦旦， 371 n. 34. 
281 若瑟夫(Ant. 1.6.1 ~ 123)將瑪哥格等問 Scythians 0 Mounce (區旦控旦旦， 372)認為，在

文中所述的戰役，可能取材自 Scythian 在公元前 630 年侵略E洲之戰。如果這個假
設是正確的話，作者也可能引伸自索 1:10 '囡為通常來自北部的侵略者有時也被等

同為今日的 Scythians 0 Scythians 為黑海北部的一個民族，喜愛黃金裝飾。他們出自

Targitaus 的三個兒子， Targitaus 在黑海附近出生，三個兒子統治該地甚至「四金」

從天而降， r四金」是金型、金輯、金斧及金杯，幼子 Colaxais 以手執燙熱的「四金」

而取得政權。按照歷史記載， Scythian 可追聚到公元前 6 個世紀， A .J. Melyukova 認

為早期的 Scythians 是 Scrubnaya 的後人，在公元前 2，000 年到 700 年期間，從
Volga-Ural 逐漸遷徙到黑海以北之地，並吸收當地 Cimmerians 的文化。

134 



上，因為信主的升上天堂 (20:4) ，不信主的(作者以哥格及瑪哥格

象徵)將「活」在永火中 (20:9) ;獸、假先知及龍(撒彈)在火坑中

終其餘生 (19:20 ; 20: 10) ，至於那些沒有殉道但忠信於主的人，
在等候第二次復活 (20:5) 。

5. 20:11-15 亡者的最後審判
這一段落不只是最後審判，也是〈默示錄》中惟一正式的審判。

當中大部分的圖像來自達 7 : 9-10 (參瑪 25:31-46) ，並已在長老的

讚歌中被預言(1 1:17-18) 。

作者首先看見一個潔白的大寶座 (20:11) ，這寶座並不是 20:4 的

「一些寶座」。當最後審判來臨時，只有一個寶座，因為只有一個

審判者(參希 12:23 ;雅 4:12) 。作者以白色來象徵這個獨一無二

的寶座(達.7: 9; 哈諾客一書 18:8) 。審判者的名字並沒有被提及，

縱然如此，賈穿整部〈默示錄〉的寶座上的那一位，就是天父 (4:丘，

9; 5:1 , 7, 13 ; 6:16; 7:10，的; 19:4; 21:5) ，祂是人類至高的審判
者(若 5:21 ;瑪 25:31缸，宗 17:31 ;格後 5:10 ;弟後 4: 1) 。不過，

父與子原為一體(若 10:30) ，當子工作時，父跟他一起工作(若

5:19) 。今次圍繞寶座四周的，不再是 24 位長老 (4:4) ，而是所有

死過的人，這不是一個獨裁專橫的審判，布是按照每人的行實而

作的判決，生命冊襄所記載的，就是每一個人生前所作所為(參

達 7:10 ;另參 3:5 ; 13:8) 。在 13:8 中(另參 21:27 ; 17:8) ，說明生
命冊是羔羊的;獸及跟隨者從創世之初就沒有被記錄在生命冊

上。 20:15 說明，這些沒有登記在生命冊內的，就會被投入火坑中。

這襄出現了兩部生命冊，一部是所有λ的行實，另一部是屬於信

徒的。作者在此處並沒有清楚列明兩書之異同282 。可能第一部是

所有人的行實，而第二部是那些有資格升天的名單。死過的人都

按他們的功過進行審判，是聖經中常見的一個主題283 。

作者在 20:13 中特別強調對惡者的審判，他們都被扔到火坑中，

而忠信於主的，就永遠居住在新耶路撒冷聖城內(參 2:沌， llb, 
17b, 28b; 3:5, 12, 21 ; 11:18 ; 21:7 ; 22:3c-5, 14) 。

生命冊是一件執行審判的工其，將善與惡、忠與奸分開，在舊約

中也找到同類的記述，特別是達 7:10; 12: 卜2; 另參考出 32:扭曲33 ; 

詠 69:28 ;依 4:3 ;斐 4:3284 。天主是人類歷史的主宰，那些不信主

282 Mounce，旦笠坐坐坐且， 376-77，另參 M. J. Hugh,“A Vision of Final Judgment," fuQT 63 
(1 951-52) 199-201 ， 200 。另 M. E. Borin皂，“Revelation 19-21: End without Closure," PSB 

Suppl. no.3 (1 994) 57-84, 72 。另參諸年紀 30:22 。

283 詠 28:4: 62:12: 鐵 24:12 :德 16:12 ， 14: 依 59:18 :耶 17:10:50:29: 哀 3:“;羅 2:6-11 : 
格前 3:8 :格後 11:15 :弟後 4:14 :伯前 1:17 :默 2:23 : 18:6 : 22:12 等。

284 Beale，旦旦坐坐控且， 1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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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終於永遠與天主隔絕。

在 20:13-14 所提及的海洋、死亡、陰府，是被作者擬人化，它們
將死者交出，接受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審判285 。死亡和陰府只是惡

者的暫居地，因為到最後，死亡和陰府也被投入火坑中

(20:14)286 。而海洋也將已死的人交出 (8:9) ，當這三個地方都將死

者交出以後，它們也要面對第二次死亡，即永久的死亡。

c. 神學訊息、
在 19:11-20:15 中，特別是最末一段，作者道出最後審判所帶來

的永久性終向，善者永生，惡者永死。從此一切對信徒的迫害和殺

戮將會終止。天主的仇敵:獸、撒彈和龍將被征服，並永久性地被

毀戚，扔進火坑，進入第二次死亡。勝者就是那些曾經為保衛信仰
而忍受迫害或甚至殉道的人。此後再沒有任何戰爭，因為天主勝利

凱旋，這凱起臨於每一個朝拜羔羊的人身上。

D. 牧職反省

奧恩定的《天主之城〉說明有兩個人類終向的城市:天主之城和

魔鬼之城。天主之城，自然地，指的是天堂，而魔鬼之城當然是地獄。

這兩座城就是善人與惡人的最後歸宿。如果死亡是人生大限，亦是每
人的必經之路，是所有人不能逃避的一個過程，因此，他不看任何人
的情面而手下留情，問題是:怎樣通過這個門檻進入天主之城，或投

進魔鬼之域。

毫無疑問地，按照奧思定的理論與宗教經驗，生前與主同在的，

死亡也跟主永遠共融。不過，魔鬼會行使其魔力，盡量以種種威迫利

誘，將進入天主之城的候選者拖到地獄去。因此，為見證天主與真理

而殉道的價值就在於此:為獲得進入天主之城的「護照 J' 寧願放棄

一切，甚至最寶貴的生命。

殉道者的死除了見證了天主的「正義」外，也見證了「審判 J'
世界對基督徒的仇恨，但是，他們並沒有以暴易暴，用武力對抗一切

迫害，反之，是和平的回應。他們以死亡取得的，不是「死亡證J ' 

而是「永生」的保證。

此外，殉道者的永生，不是靠「死」來換取，若果是這樣，永生

與死亡就淪為有條件的交換，更甚者，死亡將被利用為永生的賄款。

他們的永生，完全建基在復活的基督身上。基督的復活正是殉道者們

面對死亡時的希望。如果復活是死亡的終站，基督的死將人類面對死

2的「死亡和陰府」曾在 1:18; 6:8 被提及。

286 Charles, Revel且!i旦旦， 2 .1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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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時的恐懼摧毀，最後，一脈相承，為首的基督死而復活，將會跟因

信德死而復活的身體(教會)結為一體。

由是觀之，殉道者的榮冠，不是世間任何人物或事物，而是基

督。在無我的殉道狀態下，信徒們心中只存「天人合一」的希望。所
以，從基督宗教的角度來看，迫害與死亡，不但不能消滅信徒與教會，

反之，為殉道者取得進入天主之城的「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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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新天新地《默示錄) 21:1-22:21 

值得讀者注意的， {默示錄》最後兩章的語調跟之前的二十章

截然不同，作者在這兩章內，沒有任何有關急務、危機及破壞等的

描述，只有和平與安態。當新天新地出現後，所有信徒被邀進入新
聖城中。經過「二十章」的迫害、忍耐與堅持，信徒們終於被迎接

到聖城之內。

A. 新天新地的背景

21 :1 出現了一個新景象、新特徵及新時代。在千年王國之後，
隨之而來的就是新天新地 (20: 1-6) 及亡者的審判(1 1:15) 。在審判
時，天和地都消失了，只剩下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亡者都按各自

生前的所作所為接受審判，無論任何人，如果他們的名字沒有被登

記在生命冊上的，都被投入火坑中，這火坑是死亡和陰府所處之地

(20:14) ，是魔鬼永久的住處 (20:10) ，是獸與假先知被扔的地方
(19:20) 。不過，在審判過程中，並沒有提及生命冊上的人的遭遇，

究其實， <默示錄〉的最後兩章，正是用來說明記錄在生命冊上的

人的結果:審判之後，他們進入新天新地之中。
新特徵方面，當死亡、陰府和一切沒有被登記在生命冊上的人

都被投入火坑後，他們在《默示錄〉的最後兩章中再沒有出現。相

反地，隨著新天新地而來的，是曾在 19:7 提及的新娘，按照 3:12
給非拉德非雅教會的許諾的新耶路撒冷，現在從天而降。

‘最後，是時代的改變。當審判完結之後，時代的變易從 21 :1 的

Kαì IÌIOOV (隨後)開始， Kαì IÌIOOV 曾經多次出現在《默示錄) ，而這

次是最後的一次。
當新天新地的神視完結後(22:5)' {默示錄〉以忠告與警告作結。

A. 注釋
1. 21:1-8 新娘的神視
在 21:1 '作者看見那先前的天與地都過去了，繼而引用依

的:17-19' 引用的證據在於兩者的平行文，例如「新天」、「新地」、
「耶路撒冷」等宇彙的運用( [間IVω，新]; [0 甘pWT。宮，第一，思
高版翻為「先前J]) 。另外，兩者都強調再沒有一切痛苦與死亡。

而兩者相異之處，就是〈默示錄}不是集中於新天新地，而是許

諾的實現，因此，作者用「我看見了 J (的OV) 代替了「我要創造」

(叭叭:J)(依 65: 17)287 。隨著新天新地的降臨，舊的自然地過去，海

2肘 J. V. Ruiten,“The Intertextua1 Re1ationship Between lsaiah 65, 17-20 and Reve1ation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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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主所控制的 (4:6) ，屬於舊的創造，也是死者的地方 (20: 13) , 
亦是獸的居處(13:1) ，他們都要失去。對照依旬，舊的痛苦被清

除，和平臨現，同時，從前的天、地、海都成過去，作者旨在對

受迫害者說明，天主掌管一切，祂將會制服魔鬼。其實，祂已經

戰勝一切的惡勢力。
審判淫婦之後，新娘出現，新娘的出現，是接著 19:7-9 所述的婚

禮， 19:7 宣告婚禮的來臨，然後新娘準備她自己(19:8) ，婚宴準

備就緒，並送出邀請(19:9) 。當然，耶路撒冷的新郎是羔羊

(21:9) 。在新舊約中，當人背棄天主時，就被形容為一位不忠的新

娘(歐 2: 16, 19 ;依 54:6 ;則 16 ;格後 11:2 ;弗 5:25) 、背叛她的

夫君雅威。舊約的章節中，作者們以盟約和婚禮的圖像來比喻天

主與以色列子民的關係288 ，天主是新郎，永久忠於自己的盟約，
但是新娘耶路撒冷卻往往對天主新郎不忠。新約中的耶穌，親自

以降生，成人的奧跡，完滿表達夫主對人的忠信，以自己的犧牲成

為新娘的忠實淨配，因而新娘盛裝以待新郎(依 61:10) ，滿身綴

滿寶石 (21:18-21) 。

從寶座傳來巨大的聲音:-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祂要向他

們住在一起;他們要作馳的人民，祂親自要 F 與他們|司在.ll '作他
們的天主。 J (2 1:3)。這婚盟以天主的許諾作記(肋 26:12 ;耶 31: 1, 
3; 則 37:27 ;臣 8:8) ，這也是若望福音中天主與人同在的典型寫

照(若 1: 14) 。作者明白到耶穌就是那位與人同在的天主，只有祂

才能夠完成舊約的許諾:89 。在這裹，天主要永遠與人同在，在新

天新地當中，天人永遠合一，正如當年天主聖言降生成為血肉，

在耶穌基督身上，天人達至完滿無缺的合一。

為猶太人來說，天主居住在約櫃中，作者也治用舊約的語調，正

如則 37:27-28 : r我的住所也設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夫主，
他們要作我的百姓。當我的聖所永遠在他們中間時，異民便承認

我是祝聖以色列的天主。」從這段經丈可以看出厄則克耳先知明
白到天主的帳幕/約櫃是臨在以民中閉的標記，厄則克耳對以民指

出生命的希望，他們不會被毀滅，慈悲的天主會滿全祂的承諾290 。

《默示錄}的作者與厄則克耳一脈相承，道出天主對人的忠信不

1-5b," Il旦旦iQ 51 (1 993) 479 0 

288 J. Fekkes III,“His Bride Has Prepared Herself: Revelation 19-21 and Isaian Nuptial 
Imagery," JBL 109/2 (1 990) 269品7 。

2個 C. Koester, 1he Dwellin!! of God - The Tabernacle in the Old Testament‘ Intertestamental 
Jewish Literatrue. and the New Testamenb CBQMS 22 (W:品hington D. C.: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9), 105. 
別同上，的-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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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天新地中，新約完成，天人永不分離，因為促使天人決絕的
罪惡和死亡已被消滅了，那襄「再聽不到哭泣和哀號的聲音J (參

依 65:17-19) ，在巴比倫，歡樂之聲永遠不再 (18:22) 。

在 21:3-4 所形容的天主，如 21: 1-2 一樣，是一個完全克制魔鬼的

天主。天主是賜與生命、降服魔鬼的天主。為{默示錄}的讀者
來說，這數節的確振奮他們的信德，因而他們確信將來的一切都

在天主的恩賜之中。不過，天主的正義是建基在他們的忠信之上。

如果他們一旦對主叛逆，下場將和魔鬼、獸及假先知一樣，永久
死亡 (21 :8) 。

天主於是從寶座說: r我已更新了一切。 J (21 :5) ，隨之吩咐作者
寫下他所述的，以證明天主是信實真確的。天主說: r已完成了 J ' 

因為對新天新地的期望，現已滿全。天主為自己遵守承諾作證，

所有勝利者必要承受永生的福份。

主說: r我是阿耳法和鼓默加 J (在 1 :8 曾出現過) ，這與依 44:6 有

點相近。在時間和空間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天主恩賜的一部分別。
天主忠信的主題在 21:7 延續，提醒讀者在撒下 7 中天主對達味的

許諾，天主「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個地方，栽培他們，在那

真久住，再也不受驚恐，再也不像先前受惡人的欺壓...他要為
你建立家室。 J (撒下 7:10-11) 。跟著天主許諾達味，他的王權永

不窮盡，這回應了 11 :15 中的天主的受傅者基督的王權至於無窮

之世，對達味的許諾，在基督身上完全實現。

2.21:9-22:5 斬耶路撒冷
在新耶路撒冷的序言中 (21:1-8) ，表達了天主對一切堅忍壓

迫的人的忠信，天主對祂的新娘絕不食言。而新耶路撒冷這一大

段落，將會詳加描述。

新耶路撒冷城外 (21:9-27)

有關新耶路撒冷城的神視 (21 :9-22:5) ，被認為是耶路撒冷的
補篇，此外，與巴比倫補篇(17:1-19:10)的結構頗為相似292 。
巴比倫補篇

1 一位拿著七孟的天使(l7:1a)
「我要指給你看 J (I 7:1b) 

2 淫婦(巴比倫)的神視 (17:3)

3. 溼狼的描寫(I 7:4a)

4. 以寶石裝飾 (17:4b)

5 額上寫著名字(17:5)

6. 水與農邦國 (17:15)

291 Collins，主且ca1ypse， 145 。
292 同上， 148 。

耶路撒冷補篇

1.一位拿著七孟的夫使 (21 :9a) 
「我要..指給你看 J (21:9b) 

2 新娘個巨路撒冷)的神視 (21 :10) 
3 美麗的描寫 (21 :11) 

4 以寶石裝飾 (21:18-21)

5 刻上十二宗徒的名字 (21 :14b) 
6. 生命之水 (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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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7 是描述耶路撒冷城的外觀，作者看見那七個手拿吋晶

孟的天使，七天使曾經帶領作者看見大淫婦，如今恰好相反，指

給他看羔羊的淨配293 。這新娘分別在 19:7 及 21:2 中被形容為一座
城，正如那淫婦一樣。七天使之一帶領作者遊覽新耶路撒冷，這

是否跟那位指示作者巴比倫城是同一天使?作者沒有明示，這襄

要強調的，是雙域的重大分別294 。

為了看清聖域，作者被帶到一座高山 (21:10) '.這襄再次表

明，作者去看淫婦的差異 (17:3) 。淫婦處於曠野之中，與高山成

為一個強烈的對比295 。作者對量度聖城一事，正是反映則 40 的內
容。這段跟 11 :1-2 的意思差不多，不過在默 11 ，外院不需被量度。

在新耶路撒冷中，聖殿不需被量度，聖殿就是天主自己，所以，

整座聖城在被量度之後，完美無瑕。
作者將有關聖域的神視，無論內外，與則 40-48 的「新以色

列」神視平行，其實聖域的重要不的令「新」而是「聖」 296 。
這城擁有天主的光榮 (TIÌv ÓÓ~ωTOV 良心， 21:11) ，正如 21:2

所述: r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天主的光榮就

是這位裝飾好的新娘扣。在則 10:18 '天主的光榮離開了聖殿直至
重建之後才回歸(則 43:4) 。當然，聖殿是天主寓居之處，也是天

主的光榮所在，因此，天主的光榮也就是祂的臨在298 。在新耶路
撒冷內，天主不單只臨在於聖殿內，也臨在於祂的子民當中，這

正應驗了天主對以色列的許諾，就是上主的光榮將會與新耶路撒

冷同在(參依 60:1-2 ， 19i99 。新耶路撒冷的光彩，正是反映出寶座
上那位的光榮 (4:3)300 c 

在 21:12 所說的城牆 「高而且大 J '是強謂祂的偉大。這巨

大結實的城牆不是用來作保衛用途，因為城門永不關閉 (21:25) 。

聖城共有十二度門，門上寫上十二支派的名字，東南西北各有三

門(則 48:30-34) ，每廈門各有一位天使把守(另參依 62:6 ;創

3:24 ;則 41:25)拙。

21:14 所描繪的城牆基石，都刻上羔羊的十二宗徒的名字，這

293 P. S. Mine缸， 1 Saw aNew Ear曲 (Washington: Corpus Books, 1968), 169. 
2個 Mω.nce，坐笠挫旦旦， 377 。
295 Swe峙，企E些重血色 248 。
2師 Sw闕，區法趾盟， 303 。

297 Beale，旦旦已坐旦旦， 1066 。
298 Mounc嗨，旦旦旦控且鈕， 378 0

299 Beale，旦旦坐坐旦旦， 1066 0

300S叫官倒，旦堂已且也且， 304 。
301 J. Fekkes III, 1saiah and Proohetic Tradition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Visionarv 

Antecedents and their De咽10。即肘， JSOTS盟 93 (I 994) 2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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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的十二名字，與舊約的十二支派的名字連在一起 (21:12)正好
表示舊約與新約的合_302 。正如弗 2:20 所說: r已被建築在宗徒
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 303 。

另外，十二支派加上十二宗徒，等如 24 '正好與 4:4 的二十四

位坐在寶座上的長老首尾呼應。
21:15-17 記述量度聖城的情形，量度者用了一跟金蘆葦

(泣TpOV KáÀoμov xpvaoûv) (參閱則 40:3) 。在 11:1 作者用了長蘆
葦似的01105 ÖμOIOS þá~ð中，直譯為一根像揖杖的蘆葦) ，量度地
上的聖殿，用的是地上的蘆葦，而量度天上的聖域，則-7黃金

的工具。

雖然作者己言明聖城是正方形(參 2:16) ，但是仍再次表示此
城是長寬高都相等，在數學上，是完美的一個幾何象徵304 。撒羅

滿聖殿的至聖所也是正方體的(列上 6:20) 0 21:18 詳述聖城的面

貌，此節是默 21:19引的撮要，因為城的基石是水蒼玉，而在 21:21

最後提及的東西是黃金。這兩種物料都在 21:18 出現，而水蒼玉

正是表示天主的光輝 (21: 11 )305 。
每塊基石都是寶石 (21:19-20) ，指向大司祭的胸牌(出

28:17-20; 39:8-14)' 其中十種寶石可從出 28 找到306 。而十二度門
都由珍珠做成 (21:21) ，說明舊約中的預言在將來得以實現307 。城

3位 Mounc唔，旦笠坐坐坐且， 379 口
3的 Sweet，旦旦旦l且!i旦旦， 304 。
3個 Collins，企但旦控~置， 148 。
305 W. Harrington, Unlderstanding the Apoca!vps~， Washington: Corpus Books, 1969， 260 。
306.J:li且L立直

第一行產孟姐姐姐青王 (chrvsolite) 蓊翠 (emerald)

第二行紫寶石(turquoise) 看室主的apphire) 金鋼石 (moonstone)

第三行實瑪瑣 (iacinth) 白瑪爾 (agate) 紫品 (amethvst)

第四行董主企豆豆n 紅瑪路 (onvx) 7k蒼主 (i帥的

盟主斗全且
第一座基石 zk蒼王(ias口訂)

第二座墓石 當毛 (sapphire)

第三座基石 主館 (agate' 在出 28 則譯作白瑪溜)

第四座基石 哥哥翠 (emerald)

第五座基石 赤瑪路 (onvx' 有出 28 則譯作紅瑪琦)

第六座墓石 研瑪草草 (camelian' 有出 28 頁Ii譯作赤五)

第七座墓石 緻槽石 (chrvsolite '有I-H 28 剋盡住童正)

第八座基石 綠拌石 (bervl' 并出 28 則譯作黃玉)

第九座基石 黃玉 (topax)

第十座基石 綠玉 (chrysoprase)
第十一座墓石 紫玉 (iacinth '荐的 28 頁if聾作普車苦惱)

第十二座基石紫品 (ameth、叫

307 Bealι 匙返迪拉且，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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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街道如 21:18 所述，是以純金建造，明亮如玻璃。

城中沒有聖殿，正如作者所說，天主和羔羊就是聖殿。世上

的聖殿，是天主臨的令天園子民的標記，現在，天主與人已共融

為一 (21:3 '男參若 17:11) ，這種共融是超越任何物質和界限，既

然聖殿就是天主和羔羊自己，天人共融之際，已不需要任何物質
的奉獻刑。

「光」的主題在 21:23-25 出現。依 60:1-3 ， 19-20 在這襄實現
了，當天主的光榮照耀全城時，任何光體都不需要了，是王和萬

民都要前來，他們都將自己的光榮和財富帶來，表示朝拜唯一真

正的君王一一天主(參依 60: 11 )309 。天國永遠不會再有敵人，天主
子民最後戰勝了他們的壓迫者310 。

由於這是聖域，也是天主寓居之所，任何不潔似的05) 、可

恥 (ßoÉ入uy~α) 及撒謊 (ψ晶晶宮)的，都不可進入(參 21:8 ，

'EßOE入uγμ切015 [可恥]及 ψEUOÉOIV [撒謊])。
新耶路撒冷域內 (22:1-5)

從 22:1 開始，由天使帶領下，作者被引到域內。作者首先看

到的，是生命之水的河流311 。這些活水是為那些堅持信仰到最後

的人而流 (7:17; 21:6)312 。這水是「活水 J (üoωρCω~5)(岳 4:18) , 
這水亮如水晶，可與 4:6 的海相比。

既然天主與羔羊就是聖殿，活水自然是從天主和羔羊的寶座

(另參 3:21) 流出(則 47 的水是從聖所流出) ，這正表示羔羊已經
勝利，所以跟天主同坐於寶座之上。從寶座上流出的活水，滋養

了城中央的生命樹 (çú入OVSω~5)' 作者用了單數 çÚÀOV' 是一
個類別單數 (generic singular) ，即不只一棵樹，因為治河兩岸均有
生命樹的。當作者寫信給厄弗所教會時 (2:7) ，一早已許諾將生命

樹賞賜給那些勝利者(另參創 2:9 ' 3:22) 。

〈默示錄〉的生命樹綜合了〈創世紀〉與《厄則克耳〉的圖

像(創 2:10 ;則 47) 。倒如生命樹的果子，是則 47:12 的寫照，不

過〈默示錄〉的作者增加了內容，生命樹結出十二種果子，每月

到 E.C冶rsini， Ihe Aoocalvose: The Perenni隨1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 Good News Studies 
5, F. Moloney tran缸， (Wilmington: Glazier, 1983), 397 。

3{)9 Colli風企盟旦扭笠， 150 。
310 Harrington，企盟calyps里， 262 0

311 這真綜合了數個舊約圖像:

則 47:1-12 從聖殿流出一道往四方的水，東面的水聚成一條大河，流向死海，並帶

來生命。

匣 14:8 在上主的日子，在是邦國被壓迫之後，天主將會替耶路擻冷取得勝利，
從耶路撤冷將流出活水。

312 Mounce，旦位已坐旦旦， 386 。
3日 Harrington，企且堡包世里，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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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一種，強調果子的多樣化和豐盛314 。在創 3:23 '男人和女人被
逐出樂園後，他們再不可以吃生命樹上的果子，因此，最後的結

局是死亡。在聖城內的生命樹，則如 21:24-26 所述，是給那些忠
信的人們的。

生命樹果子的治療不是身體上的，而是整個生命的治療。在

第三節中，作者用了問Tα6eJlcx (詛咒) ，這是希臘聖經中唯一的一

次(hapax legoumenon) ，這比男一個字的á6e J.l cx (詛咒)來得嚴重
淌。此節也反映出 LXX 版本的匣 14:11 ' “obk'切TαI àvá6e J.lcx 
'ETI" ，按照〈臣加利亞〉的意思，是在最後的攻擊之後，耶路撒
冷將被煉淨，永不再受罪惡的毀滅317 。所有居住在新耶路撒冷聖

城的，在天主和羔羊的寶座前，永享安寧，而天主和羔羊在他們
的寶座上，永受朝拜 318 0 縱然 Swete 認為用上「事奉」

“入e I TOVpyÉÌ v" 是較為合適，不過「欽崇 J (加TPEQσOOl V)一字，

在 LXX 之中，幾乎是有關所有以民對天主的崇拜， ，-僕人」

(ÓOÛÀOS) 不是在「做工J' 而是「欽崇J (加TPEOω) ，將本來是奴
僕的地位，提升至司祭的層面，在 7:15 '作者清楚表明那些在羔

羊血中洗淨衣裳的人，在聖殿日夜事奉(入αTPEOω; 同是欽崇敬
拜之意，思高版在 7:15 翻作事奉，在 22:3 則翻作欽崇)天主(依

61:6 ; 1:6; 5:10 ; 20:6) 。

那些保持信德的，將會瞻望天主的容貌，在舊約中一直被認

為，凡看見天主容貌的人必死無疑319 。但是在新約中，耶穌說心
地潔淨的人將會看見天主320 ，因此，在聖城的人都是純潔無瑕的
信徒，亦只有在基督內看到基督的，才達至潔淨的完滿境地。

信徒都可被辨認出來，因為他們的額上都帶著夫主的名字，

換言之，他們額上的天主之名，是進入聖城的「通行證 J (另參
3:12; 7:3; 14:1)' 這些人完全跟那些帶有獸印的人不一樣 (13:16) , 
這襄作者要強調信徒相似的是天主，並且屬於祂321 0 這種額上帶

有名字的情形，正如亞郎的司祭標記(出 28:36-38) ，亞郎要在他額

314 Mounce，旦缸里l也旦旦， 387 。
3IS Harrington，扭些也哩， 264 。
ll6 Swete，企且坐過星星， 300 。無論問Tá8E間或帥的E間，對希伯來文的白「門都是正確

的翻譯(參 Bea峙，旦旦坐坐旦旦， 1112) 。

317 Bea1e，包虫恤， 1112 。
318 Sw闕，扭坐坐過笠， 300 。另外， Swete 也指出，如果將「朝拜~ (加TPE間的換上「事
奉 J (λEIToupyÊIV) .可能來得更貼舍，因為所有信徒已成司祭。

ll9 出 33:20 。連梅瑟也不獲准許去看天主的面容，只許看1f~色的背影(出 33:23) 。正義者

都渴望目睹天主的股(詠 17:15) .這都是受壓迫的義人的呼求。

320 若- 3:2-3 .在第三節中，作者指出「凡對她(天主)懷著這希望的，必聖潔自己，

就如那→位是聖潔的一樣」。
321 Mounce, ß缸里l也鈕， 3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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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帶上一個記號，寫著「祝聖於上主」們 1jj" 句i6ï戶) ，本來屬
於大司祭的標記，如今賜與所有天主子民322 。如今看來，所有天
主子民皆為司祭，祝聖於上主，並日夜不停地事奉欽崇天主。
作者在第五節再次強調黑暗的消失，及光明的永在 (21 :刃，

25) ，因為羔羊就是那盞永恆的明燈 (21:2月

3. 結語 (22:6-21)
在 22:6 說話的可能是上主的天使323 。所以他所說的話是可信

的(參 21:5) 。在這節之前，天使跟作者接觸是在 22:1 '可能從 1: 1 
開始，這位天使一直將天主的訊息傳示給作者，不過，可以肯定

的，在 22:7 說話的那位，是耶穌自己，因為「記住!我(快)要來」

(冶oû 'ÉPX。μ叭 'IÒÔU 可解作看，或引起注意的感歎語調 [16:15 ; 

22:12， 20] 及 Epxoμ01 TOXÚ [快要來， 2:16; 3:11])都是耶穌在《默

示錄}的說話。

{默示錄}的第六端真福在 22:7 出現: r凡遵守本書預言的，

是有福的。」這真褔第六端肯定了第一端: r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

預言，而叉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 J (1 :3) 。作者在 1 :1 , 4, 
9 向讀者自我介紹為若望後，在 22:8 重新向讀者說明他就是若望，

是天主啟示的見證者 (22:8) ，跟著他俯伏在地朝拜天使，不過叉

再次遭到拒絕(另參 19: 10) 。關於 22:10 的“K叫 λkyEIμ01" (祂對
我說;恩萬版則將「耶穌」加上去i24 ， 不過， 22:12 肯定是耶穌
所說的話。 22:10 是一個命令，這命令相反從前達尼爾所接受的

(達 8:26 ; 12:4, 9) ，這是一個急切的命令，因為時期己臨近了

(1 :3)325 。
22:11 的內容則平行於達 12:10 '兩處都清楚表示實行正義與

實踐不正義的結果，這不是對行不義者的警告，而是對行正義者

的一個鼓勵，無論遇到什麼境況，都要堅持所行的正義。因為上

主會給他們帶來永生 (22: 12 ;依 40:10) 。在 21:8 己清楚說明，不

信和犯罪者的結果，就是被扔進火坑襄 (21 :8) 。各人生前所作何

事，就得到相稱的結果(另參詠 62:13 ;約 34:11 ;耶 17:10 ;羅 2:6，
11) 。在 22:13 的「阿耳法」和「鼓默加」是對天主說的 (1:8; 21:6)' 
而「最初J (0 叩WT(>5) 和「最末J (0 'ÉaXαT05) 是對基督而說的

(1 :17; 2:8) ，不過在依 44:6 及 48:12 '都是天主的代名詞，本來是

322 Beale, ReveI型設且， 1114 。
323 思高版:天使交給我說..但按照希臘版，只是一個男性代名詞閥、I ?Iπ切 μ01 (他給

我說)。
324 希臘版~f也對我說J'這可能是天便說的話，也可能是耶穌，參 Barrington，企且錢扭星星，

268 。
325 Mounce，旦控已且也且， 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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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名號，如今基督與天主同坐寶座上，共同分享同一名字。

《默示錄}的最後一端真褔一一第七端: í那些洗淨自己衣服

的，是有福的! J (22:14) ，這與 16:15 的真褔第三端有雷同之義:

那醒著並保持自己的衣服...才是有福的! (另參 3:4 中寫給撒爾

德教會的牧函)。

在 22:12 曾提及過的報酬 (μlo8ó宮， reward) ，在 22:14 出現:í他

們有吃生命樹果的權利，並得進入聖城。」通過基督的十字架，

信徒獲得永生真褔326 。那些不能吃生命樹果和進入聖城的，就是

那些犯罪的人， 22:15 的「六罪宗J 的其中五種罪(行邪術的、姦
淫的、殺人的、拜偶像的、撒謊的)都曾在 21:8 中列出，他們的

結果均是一樣，就是被投入火坑中，至於「凡為狗的 J (0\ KÚVE5) , 
是猶太人罵非猶太人(瑪 7:6: 15:26) 或假猶太人(斐 3:2) 的一個
名字327 。當然此處不是指外邦人，而是指那些作惡的人，如猶太

文化中，看狗是不潔的，凡作惡的，就是不潔，就不能進入聖城。

在2泣2:汙16臼a出現了一個值得探討的間題，究竟這個「你們」川(Ú~Î斗爪~IV吋) 
和「教會J (什TC品f品lg kkK阱K入hηo前，t1α叫I吟叫g吋)是等同嗎?間題在於介詞
和「與格J (dative c臼as鈴眩e缸:Ta1品XI5 E踩KK叭hη巾σ1悶α1內叫g吋)的關係。原本的句子寫

作 :γ'E卸yc吋.) , I阿η巾σ∞。ω'Û5 'Éπ前Eμ艸ψαT吋6ων O:yyEÀλ6vpoumpwphmIUIJ
Tα:VTαÈrrì Tâl5 'EKKÀT]dlα15 。最可能的理解就是當介詞 k的(在思
高版被譯作「有關J )加上「與格J Tâl5 'EKKÀT]dlal5 (教會)時，

就是為了教會，耶穌派遣使者將這「證明」傳達給「你們」。因此，

「你們」和「教會」可以是兩個不同的團體訕。

此外， Swete 認為“Ú~IV" 是指若望所致書的七個教會，而

“TaÎ5 ÈKKÀT]O'laI5" 是所有基督徒329 。不過，在《默示錄〉中所
出現的其他十九次「教會J (α1 'EKKÀT]crlα1) ，都是指若望所致書的

七個教會，因此， Swete 的意見較難成立330 。
從 BAGD 的解釋， 22:16 的問1 '是屬於將某些事件的存在或

發生，介紹給另一些人331 。因此， 22:16 就可理解為:耶穌派遣使

326 另有一不同版本: r邊守祂的誠命的人是有福的 j (~aKáplol Ól 1TolouvTeç Tàç 
eVTOλ的 αÙTOU) ，在一些手抄卷，其中包括 205 ' 209 ' 1854 ' 2030 及 2329 出路置句
子。不過，我們所跟隨的 Nest1e-A1and及 UBSGNT 版本，可以用 3:4 作證，在這一節

中，作者曾提及在撒爾德教會有幾個還沒有站將自己衣服的人，在 7:14 更說明有些人

是從大災難中來，並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自己的衣裳。無論如何，進入聖城的信徒既

是洗淨衣服，叉是遵守天主誠命的人(12:17; 14:12) 。

327 在猶太人的文化中，狗是不潔的動物，也是娟妓的象徵(申 23:19 ; 22:15) 。
328 D. Aune,“The Prophetic Circle of John of Patmos and the Exegesis of Revelation 22: 16," 
型ST 37 (1989) 104. 

:9SWE院組盛澀， 309
o Aune,“Circle,'.' 107. 

331 ~主豆豆，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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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向一些團體證明有關七個教會的事情。

耶穌是那顆燦爛的晨星，這顆晨星是賜給那些勝利者

(2:28) ，這些勝利者都被聖神和新娘帶領去邀請耶穌，凡口渴的，
都可獲得生命的水(男參 21:6 及依 55:1) 。

22:18-19 是一個警告，為什麼沒有任何人可以替{默示錄〉

加添資料?因為整部〈默示錄〉都是耶穌和信徒的見證'既然耶

穌基督是天主，祂的見證真確無誤，這個警告是寫給所有基督徒，

他們應以正確的態度閱讀及闡釋{默示錄) ，任何按照人為或私意

刪改的話，等於相反耶穌的見證，自然就不配繼承天主子的名分。
此章第三也是最後的一次: r的確，我快要來J (ν前， 'épxo jJoI; 

22:7, 12) ，回答的是: r阿們。主耶穌，你來吧! J ( , Aμ巾， 'épxov 
KOp間， I巾。'û) ，這是一個禮儀上的設定(另參格前 16:22: jJopó:vα 
的[吾主，來吧])。

關於jJOpOVα8α 或jJopàv àeó: '本身來自阿蘭文 ~n ~Jì口
或 ~n~ 1ì口，中譯為「我們的主，來吧! J 或「我們的主己來」。
無論哪一個說法， í來吧」或「己來 J' 都是在禮儀中慶祝主耶穌
的「已經J (already) 及「尚未 J (not yet) 。在禮儀中紀念主的死亡
復活，同時也展望祂再次光榮來臨。從阿蘭艾的字義上， r己來」
州n~) ，在希伯來文則為“川，意即「標記J (sign) ，無論在阿

蘭丈或希伯來文，都是由最先和最後的字母組成，即 N和口，表

示我們的主就是標記，而僑和吭，也暗示了希臘文的 A 和 Q ，

而〈默示錄〉也以此作為天主和基督的另一個名號 (22:13) 。

《默示錄〉以來信的格式結束，正如在 1: 1-3 一樣。這書信好

像其他新約書信，將不同教會團體的困難提出，加以鼓勵及勸勉，

並在其他團體傳閱。

c.神學訊息
〈默示錄〉對於新娘及聖域的詳盡描述，正是向信徒展示天

主的意思。天主一定臨在於信徒當中，尤其是在他們受迫書時。

在厄則克耳先知書所預言的一座新域和聖殿，將會實現於信徒

中。凡信天主的，必享見祂的光榮，一切勝利者，即堅持信德而

戰勝魔鬼的聖徒，也護得永生，這一切都以新耶路撒冷的壯麗，

來表達天堂的光榮和福樂。

因此， r希望」是這兩章的主題。這希望建築在信德和新的盟

約之上。天主要我們服從，即對新盟約的忠信，因為誰忠信於主，

就是步武羔羊的芳蹤，以前各章所描繪的一切災難迫害將會永久

終止，因為羔羊和信徒將獲得永恆的勝利。對於被迫害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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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以永生，而這永生的希望，也是他們受苦時的精神支柱，縱然

迫害有時取得勝利，但是， (默示錄〉強調天主才是歷史的主宰，

天主既然忠於自己所霄，因此也必實踐祂的許諾，臨在於一切信
徒團體中。天主的忠信在新娘的描述得到肯定。當教會以新娘的

身份迎接她的淨配新郎天主，這新天新地便到達高潮，天人從此

永久合一，永不分離。

D. 牧職反省

究竟在新天新地裹，天主與受造物的境況將會如何?如果從「有

限擁抱無限J (finitum capax infiniti) 及「無限擁抱有限J (infinitum 
C叩缸 finiti) 的耶穌降生奧蹟來看，在基督內，因著基督，天主就是

一切，並在一切內，因此，一切也存在天主內。整個字宮，藉著基督，
偕同基督，都轉化到一個全新的永恆境界。

另外，默 22:1-5 是神學研究外一個最佳的寫照:

22:1 玄虛叉指示給皇室一條主盒之三位的噩噩，主亮有如生晶，從

乏主和蓋主的寶座那襄湧出，

22:2 流在城的街道中央;治迺兩岸，有主盒盤，一年結十二次

墨主，每月結墨一次，盟的墓王可治好萬富(思高版作萬

民)。

22:3 一切詛咒不再存在了，去主和蓋主的寶座也在其中，值的
墨鐘要欽崇鐘，

22:4 (他們)瞻望值的奎塾，值血靈上常帶著值的名字，

22:5 也不再有墨蓋了，且且不需要燈幸，也不需要旦立，因為

主主去主要主照盤姐:姐姐必要為王至于盤皇之盤。

這短短五節，精簡地描寫出宇宙間滿後的新天新地。劃線的名詞

說明新天新地的成員:

1.天主
a. 天主:造物主

b. 羔羊:基督(以羔羊這動物的馴良和犧牲特性來形容基

督，標誌出造物主與受造物的關係)

2. 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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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天使:天主的使者

b. 眾僕:人類，是僕人，不是宰制世界的主人

C. 河、水、光、曰:生命之必需

d. 樹、果子、葉子:治療及食糧
e. 水晶:石，象徵大地母親
E 黑夜:時間，但不會再有

g. 無窮之世:永恆，沒有時間的進程，永遠都是此時此刻

因此，新天新地會是一個包容性( inclusive )的境況，一切受造

物擁抱著永恆，不再有星移物轉的變幻。永恆的天主，因著基督的降

生，與一切共融成為一體 r父啊!顧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

你在我內，我在你內。J (若 17:21 ) 
那時，囡主基督的復活，整個宇宙都被轉化，從時間進入永恆。

旅途中的教會，正要為此希望作活見證'使宇宙擁抱天主，天主懷抱

宇宙，天人物合而為一。

DEO GRATIAS ET MARI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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