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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啟示錄四到九章 

啟示錄 

本週讀經進度是第四到九章。在第一個異象裡，人子

對約翰這樣說，1:19節『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

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因此，啟示

錄可以分成三個部分『所看見的，現在的事和將來的

事』所看見的就是在第一章約翰在拔摩島上所見到的

異象；而現在的事則是第二到三章寫給七個教會的信。

將來的事則指第四章開始到最後一章。4:1節為將來

必成的事拉開序幕，人子對約翰說『你上到這裡來，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啟示錄記載了四個異

象，每個異象都以『被聖靈感動』作為開始；分別是

1:10、4:2、17:3、21:10 節。除了第一個異象以外，

其他的三個異象是我們下面要學習的重點。 

這一大段經文的分法，4:1-5:14節的主題是天上的

敬拜。6:1-8:1節的主題是七印，其中夾有第一個插

曲，7:1-17節受神印記的以色列人，代表救恩的異

象。從 8:2-11:19節的主題是七號，其中夾有第二個

插曲，10:1-11:14節是大力天使和兩位見證人的見

證。 

週一。第四和五章的主題是天上的敬拜。第四章是向

父神的敬拜，讚美神的創造。第五章是向基督--被殺

的羔羊的敬拜，讚美基督的救贖。約翰被聖靈感動，

看見天上榮耀的敬拜場面。聽到吹號式的大聲音對他

說話，隨後經歷一場聲光影像俱全的威嚴壯麗使人敬

畏的敬拜場面。在異象裡，他看見天上的寶座的樣式

及寶座周圍的情況。在 4:5節只說『有閃電、聲音、

雷轟從寶座中發出』並未形容坐寶座的神。然後是描

述有 24位長老及四活物，晝夜不停的讚美神。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24位長老都是身穿白衣，白衣代表

被主耶穌基督的寶血買贖回來。3:5節說，凡得勝的

必這樣穿白衣，名字記在生命冊上。白色象徵著聖潔，

代表敬拜者的身份。 

經文默想及應用：4:11『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

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

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創造萬物的神

是配得讚美的。我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隨時

隨地讚美神是力量的源頭，因為承認神全能的眷顧，

不論順境或是逆境，都要用讚美作為神的寶座。可是，

在真實的生活裡，我們的信心會不會就好像寒暑表一

樣的驟上驟下；禱告蒙應允則信心升高、若現實與祈

盼有差距，則信心下降。求神賜我們敏銳的心，看見

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我們的好處不

在祂以外。  

 

 

 

週二。第五章是向基督--被殺的羔羊的敬拜，讚美基

督的救贖。約翰看到坐寶座的右手握著書卷，被七印

封嚴了，無人能開啟，就大哭。有一長老來告訴他，

猶大支派的獅子已經得勝，可以展開書卷，揭開七印。

約翰於是看到了帶著被殺記號的羔羊前來，從坐寶座

的右手裡拿了書卷。羔羊的七角指完美的權能，七眼

代表銳利的洞察力。當他拿起書卷，四活物與 24位

長老就俯伏在他面前，拿著盛滿香氣的香爐；這香就

是眾聖徒的祈禱。他們一起唱新歌來讚美主。同時聽

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

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

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經文默想及應用：5：11我又看見聽見，寶座與活物

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千千萬萬，和

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頌讚主。教會主日的

敬拜對象是創造主和救贖主，我們當盡心、盡力、用

心靈和誠實來敬拜主。求主更新我們敬拜主的心，隨

時警醒禱告、獻上感謝。 

 

 

 

週三。第六章記載七印災難的頭六印。從羔羊揭開第

一印（6:1）到揭開第七印（8:1）之後，接著帶出七

號的災難，然後是在第 16章的七碗的災難。 

當羔羊揭開每一印時，就看到一系列預備性的審判，

它們代表在歷史上行動的權勢；而神藉著它們在末日

前執行祂救贖和審判的目的。經文中的『馬、戰爭、

印、號、災難等』都指出『有能力賜給它的』，表示

神在掌權。羔羊揭開頭四印時，都有四活物的一位呼

叫騎士和馬來。四匹不同顏色的馬分別代表不同意義。

白馬象徵征服，紅馬象徵戰爭和殺戮，黑馬象徵飢餓，

灰馬象徵死亡。騎士們帶來了刀劍、飢荒、瘟疫、野

獸，殺害了地上四分之一人口。第五印揭開時，看到

殉道者和他們的呼求；對信徒來說，蒙冤受屈也是一

種災難。第六印揭開時，山嶺海島移位的大地震，象

徵着羔羊的烈怒是猛烈的，不信耶穌的世人都將盡其

所能逃避躲藏。 

經文默想及應用：6：17 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到了，

誰能站得住呢？此處與馬太福音第 23-25章的描述吻

合，請注意太 24:44節『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

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讓我們從太

24:45-25:46節，學習如何預備自己見主面。 

近些年來世界各地地震，飢荒，戰爭頻頻發生。美國

加州已預測未來兩年內五級以上的大地震發生率是

99%。從啟示錄六章的記載，我們相信耶穌審判世界

的日子近了。在他們憤怒的日子，我們要如何能站立

的住？ 



 

 

 

週四。第七章是插入第六印與七印間發生的兩個異象。

這個插曲拖延了羔羊揭開最後一印要發生的事。描述

神派天使為祂十四萬四千位僕人在額頭上蓋印，以保

存他們的性命。然後，約翰看見無數的人來到寶座和

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來敬拜神。這些

身穿白衣的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

衣裳洗白淨了。神應許他們，他們以基督的義站立在

神面前，他們不再飢渴，被羔羊牧養到喜樂泉源，神

擦去他們在地上的眼淚。這裡的應許與啟 21:3-4的

經文所敘述的一樣。 

經文默想及應用：思想 7：16-17節『他們不再飢，

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寶座中的

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

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我們要憑信心看見那看不見

的；因此，在這世上那至暫至輕的苦楚，是比不上將

來要得到的永遠的榮耀。 

 

 

 

週五。第八章 1節，在羔羊揭開第七印前，天上寂靜

約有二刻；然後，約翰看見神將七號賜給七位天使，

預備降災到世界。在七印和七號之間，記載了眾聖徒

的祈禱被獻在寶座前。然後，代禱的場面變成審判的

場景。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

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然後，拿著七枝號的七

位天使就預備要吹。 

七號和七印在內容及結構上十分相似。第一至第四號

的描述都很一致、簡短，而且指出災難臨到之處只是

『三分之一』頭三位天使吹號降下災難是各樣天然災

害，將大地破壞了三分之一。 地上有三分之一的青

草地被燒，海有三分之一變為血，江河有三分之一被

污染成苦。死了許多人，海中的活物也死了三分之一。

第四位天使吹號降災，使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 

同時有飛鷹在空中大聲警告地上的民，還有另外三個

大災難要來了。  

經文默想及應用：8：1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

寂靜約有兩刻。在天使對地上執行更大災難前夕，天

上寂靜，有眾聖徒在寶座前金壇上祈禱燒香。今日在

地上天災人禍此起彼落之時，這裡的經文告訴我們，

當信靠順服，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從這幾章經文，我們看到在世界上的生活，有逼迫患

難、有安逸舒適、有醉生夢死。6:9-11節說到有願意

為主殉道的人；6:15-17 節說到那些有權位、有財勢、

有強壯身體的人，他們就是君王、臣宰、將軍、富戶

和壯士；這些人是人所稱羨，眾皆以為幸福、安全、

穩妥以及最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是現在人所羨慕的

『人生勝利族』還有的是 7:1-8節說到的堅守信仰的

劫後餘生者。最後的一種是在 7:9-17節從大災難出

來的得勝者，身穿白衣，是曾被羔羊用血洗淨的人。

這裡給我們很好的提醒，今日你和我究竟屬於哪一種

人呢？我們渴慕追求作哪一種人？ 

 

 

 

週六。第九章記載第五及第六號之災。前面四災，人

們只是因神對自然界的審判而發生的災難感到痛苦，

然而第五號及六號帶出的這兩個災禍是直接來自陰間

與惡者。 

第五災：有一顆星從天上落到地上，是一個墮落的天

使，打開了無底坑，使得大群如惡魔般的蝗蟲從無底

坑出來傷害沒有神印記的人。9:5-6節生動的描述

『但不許蝗蟲害死他們，只叫他們受痛苦五個月。這

痛苦就像蠍子螫人的痛苦一樣。在那些日子，人要求

死，決不得死；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對比人生

的選擇，先甘後苦、或是先苦或甘。可是，這樣的形

容詞還是不及經文所說的那般強烈。 

第六災是釋放從伯拉大河出來的惡魔騎兵。他們騎著

吐火的馬車，橫掃全地，殺死地上三分之一的居民。

這兩個災難雖然非常可怕，極具毀滅性；然而，那些

災難中的倖存者仍然繼續膜拜偶像而不悔改，行兇殺、

邪術、姦淫、偷竊的事。人到盡頭的時候，理應是對

神有最開放的心之時。但是，很可惜，人心堅硬，雖

經多次大災難，仍舊本性不改，「還去拜鬼魔和那些

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金、銀、銅、木、石的偶

像，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兇殺、邪術、姦淫、偷竊的

事」。今天世界的光景不正是這樣嗎？ 

蘇格蘭一位宗教改革家賀柏 Hooper，因著脫離天主

教，堅持聖經乃唯一之真理而被綁於木柱上活活的燒

死，行刑前劊子手勸他放棄改革和信念，或可倖免一

死，賀柏回答說：他絕不因此而放棄，因為第一次的

死，不及第二次的死那樣痛苦；而第二次的活要比第

一次的活更為快樂。我如今只需一次的死，卻有第二

次的活,第二次活是好的得無比，真真正正的活。 

經文默想及應用：9:4-6，惟獨要傷害額頭上沒有神

印記的人。…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決不得死；願

意死，死卻遠避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