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羔羊揭開前三印之災》

————啟六 1-6節

引言：

我們之前已經強調了 ，1-3 章是拔摩異像，4-16 章是第二個異像裏面有五

個主題異像，我們已經查考了 4-5 章關於第二個異像中的第一個主題一下那個內

容。接下來我們來超考第二個異像裏面的第二個異像的子主題七印之災，作者就

帶領我們來到了第六章的內容。而七印（6:1-8:5）,、七號（8:6-11:19）和七

碗（15:5-16-21），此三段如果按著時間的順序來看的話，我們就會迷失在歷史

之中，因為他們之間有重疊的部分，因此我強調這一點，以免在沉長講論的過程

中迷失方向。但是這裏面確實在異像中看到三個系列之災有它的先後順序，如

1234567。之所以學界有不同的聲音，從根本原因來看就是在三個系列之災的問

題上相去甚遠帶來的分歧。但這裏面會讓我們發現七印與七號是平行的現象，七

號與七碗在內容上的平行又是以在埃及地審判為背景的，我們學習的目的不但要

見林而且還要看到樹的過程，這樣我們對於本書內容的瞭解就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1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

說：“你來！”

2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

勝了又要勝。

一、第一印：白馬騎士異像 V1-2

內容——

七印之災是啟示錄 4-16 章三個系列七災中的第一個，而這七災又是由羔羊

揭開第一印開始的。在前兩章 4-5 章，突出的是復活羔羊接受書卷的重要性。但

對於書卷的內容隻字未提。讓我們在天庭的場景中聽到了四活物阿門的聲音，以



及眾長老敬拜的動作（5:14）.以約翰作者的好奇進入到了敬拜的高峰。重口的

止息，眾目凝視，期待羔羊揭開七印。

在這裏的一匹白馬顯然是由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呼召二出來的，“就聽見四

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作者表述它的“聲音如雷”。接下

來出現的就是“這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

了又要勝。”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就是上帝親自為審判差來的，透過吩咐“你

來”，再到作者的反應，原文“我觀看，看那！”這一命令方式，亦可解釋為“你

來看！”，如此便是說明審判既有的事情，借著活物的聲音，約翰讓你我們知道產

前四匹馬的是父神，審判的發出者上帝，執行審判者乃是耶穌基督。因此四至十

六章都在將末日審判來臨前耶穌基督的審判，除了經文有一些其他內容有是預備

性的、安慰性的、解釋性的和插曲之外，整個第二異像內容就是在講七印、七號

和七碗之災的系列審判。在本段經文（1-2 節）白色騎士的身份最令人爭議，學

界認為：第一白色騎士是正派的角色，因為這與（十四 14）人子的頭戴金冠冕，

手拿鐮刀，駕白雲而來；在（十九 11-12）中，祂也是頭戴許多的冠冕，騎白馬

而來；因此有人認為這就是基督。但這裏並非在貓叔基督，為什麼？除了白馬的

記號相同外，那其他的標誌與基督的完全不同，例如：前者武器是弓，後者是口

出的劍；前者是頭戴桂冠，後者則是頭上有許多的冠冕。在啟示錄中我們的確看

到基督是得勝的，但我們也看到了獸得勝的一面，但是暫時性的。白色在啟示錄

中有正面的意義，但此處的白馬卻是與後面連續出場的三匹不同顏色並列的。因

此我們不會將它與後面的分開來看，如果白色的騎士不是基督，那麼他就是敵基

督者！

這段異像的背景仍本於撒加利亞書的背景（撒六 1-8）。因此，在這裏面我們

從邏輯上清晰地瞭解到，將騎白馬這等同於基督的看法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

此時揭開第一印的是人在天上，而騎白馬者已經出去征戰去了。而它所代表得有

幾種：1）羅馬皇帝，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第一世紀的百姓已經經歷了戰爭；2)

在戰爭中，特別是騎白馬者擅長使用弓箭，併入侵羅馬帝國孩子怕西亞恩帶來惡

戰爭;3)敵基督，因基督已經指明在末日來之前將有敵基督者出現，並迷惑選民；

4)另一種神話中的太陽神米斯拉斯，或是預言的羅馬神祇阿波羅，因為桂冠和弓

正是它的特色。以上的這些粉絲都是從反派的角度來分析的。



如果從後面三個騎馬這的序列來看的話，第一印的情況與後面四印的災難就

是一樣的，並非是耶穌基督。撒加利亞書（六 1-8）的背景中，四匹馬對於列國

的刑罰，因此這樣的關聯就更加正是了騎白馬這的身份。因此，當時第一世紀的

歷史背景，怕西亞人入侵羅馬帝國，白馬和弓，以及勝了又要勝的描述。都是給

人帶來戰爭的聯想。雖然這裏描述“勝了又要勝”似乎是正面的角色，但是我們

要清楚地知道，在後面的 11:7 和 13:7 節出現的獸，也同樣是“得勝之軍”。因

為他們 hi 暫時的得勝。如此就不會讓我們誤以為是基督的得勝了。

啟示錄經常刻意以撒旦及其黨羽，以類似於神和基督的形象出現。這一點我

們分辨出來就不會帶來認知上的混亂了，這也是使我們分辨啟示錄以啟示和象徵

文學表達的關鍵之所在。因此我們對於騎白馬者的結論就是偽裝的“敵基督者”。

它所象徵的是強大的軍事政權，是讓人誤以為公義的力量，但是祂被人帶來的結

果就是生靈塗炭。如同今天是世界統治者一直都在給百姓畫大餅，來滿足人私欲

的滿足，人人儀式順從情欲來期待這樣所謂夢想的實現，在淹了中卻不知道救過

都是敗壞和滅亡的，溫水煮青蛙的模式死亡慢慢臨近。

思想——

如果我們對於現實世界遊人和的夢想期待，實際上我們已經接受了這些惡者

的“美麗謊言”，當這樣的人在夢想中打拼的是手，你是無法叫醒他的，因為他

正在夢想的路上，你是無法攔阻他前行實現他達到目的地的，這是非常實際的事

情。我們身邊有太多這樣的人存在，這並非我們比他們高尚，而是我們透過真理

明白了這世界的黑暗與人無目的前行，其中可矜誇的就是一聲歎息，實際上我個

人認為，即使歎息中還是有一些驕傲和自益的東西在裏面的。我們禾場沒有經歷

過呢！如果我們知道了基督徒的環境如何，這一切都是從上帝的旨意當中來的，

我們如何抵擋這一切，就是在基督裏國聖潔的生活，持守教會的生活。

3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

4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

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二、第二印：紅馬騎士的異像 V3-4

騎白馬剛剛離開我麼的實現，羔羊解開了第二印。這一匹馬的特點是紅色的，

以及騎紅馬者的騎士。騎紅馬者的象徵，我們可以從“又有大刀賜給她”來評估

他，他在地上奪去太平， 彼此相殺，此內容是戰亂的象徵。戰爭的擴大面與騎

白馬者勝了又勝互相關聯的。更進一步的闡述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殘殺，暴力

的凸顯。 這樣的內容對於第一世紀的人有何認識呢？或者說對於當時的教會來

說他們應該知道在說什麼呢？從西元前 27-西元後 14 年，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在

在世卻是被稱為“羅馬的太平”這一文明於世。這樣的形式直到持續了四個世紀，

從實際的歷史角度來的話，並非完全沒有動亂的。西元 43-61 年，羅馬兩度進攻

英國鎮壓，結果造成傷亡慘重。就在西元 68 年，羅馬尼祿皇帝去世之後引起了

四位君主競帝之爭。另一方面主後 70 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同樣帶來了屍橫遍

野的場面。因此，這一異像，應該在歷史背景之下能夠得到一些共識，使人想起

這些問題的存在，因此並不是陌生的。

這一面我們要問一個問題，這樣的異像是指之前的動亂嗎？當然不是，因此

我們將在約翰的七印中，基本上會關係到在末日教訓中的彼此相互平行的一慣性。

也就是，不單單是一個事件的問題，是多個事件，甚至是末日期間的整個教訓彼

此平行的事件。例如：三卷福音書中“打仗和打仗的風聲”與“民要攻打民，國

要攻打國”的事（太 24:5-8；可 13:6-8；路 21:8-11）.這一些內容都是祂離世

之後將要發生的，甚至有冒祂之名而來，以此內容蠱惑信眾“末了”近了耶穌馬

上就要來了的心，使得神的百姓躁動不安，帶來虛假信心和復興。因為我們知道，

不論是西元 70 年聖殿被毀，還是耶穌基督再來，耶穌清楚地表明這只是末世災

難的啟動（生產之前的陣痛而已），並非是末了事件的終結。【對於末世、末日、

末了的解釋】。

另一反面也是的我們想起耶穌在（太 10:24）“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

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這段內容與本段經文“奪

去太平與大刀”是相互呼應的。因此，騎紅馬者所帶來的的是對於教會的壓迫，

這與第五印息息相關，此印“聖徒呼籲神為他們伸冤”。作者向我們介紹羔羊能

夠揭開七印的目的，就是安慰當時受到打壓的教會，以此強調羔羊已經勝過世界，

並統治者世界的權柄。說明地上內有“太平”，人們彼此相殺出自上帝的旨意。



思想——

當我們聽到這樣的消息，知道了神的旨意是如此彰顯的時候。你是如何看待

自己信仰的，是那些盼望地上太平盛世的“基督徒”所想的嗎？是哪些基督徒想

要祈求今生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滿足的人想要的嗎？是那些時代論者傳講

的逃離所謂“七年大災難之人需要的”。你現在所面對的是什麼？是明白耶穌基

督一慣性的啟示，還是停留在之前錯誤的信仰認知當中？如果是這樣，我敢可肯

定地說，你還不明白十字架的意義，甚至是跟隨主為的是什麼！也就無法持續性

的看待信仰和所面對生活挑戰，祈求怎樣脫離災難不會臨到自己的頭上，這帝企

鵝是主的提醒，但並非是我們抓住這一句不放，祈求挺不等於災難會避免。如果

我們能夠認清主耶穌高手我們的米日災難豆漿漸進式地臨到這個世界，你就不會

沒有緊迫感來對待自己的信仰，那是神必要成就的事情。

5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

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

6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

麥，油和酒不可糟蹋。”

三、第三印;黑馬騎士的異像 V5-6

透過前面的內容我們瞭解到，第一印和第二印的立即性，帶來的是戰爭和動

亂的生靈塗炭，【王下 6:24-25】此後，亞蘭王便哈達聚集他的全軍，上來圍困

撒瑪利亞。於是撒瑪利亞被圍困，有饑荒，甚至一個驢頭值銀八十舍客勒、二升

鴿子糞值銀五舍客勒。）。那麼，這與揭開第三印有何關係呢？在羔羊揭開第三印

的時候就讓我們看到了“手拿天平的”的黑馬騎士。

在古代世界穀類的交易中多數以升或鬥為單位衡量體積，但是在物資缺乏饑荒來

打的時候，就會以精確的天平來稱穀類的工具。因此，“手拿著天平”的看法就

是等同於饑荒的來到，這在四活物中的發生可以知道一二“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

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而這聲音的指令是從聖父發出來的。

因為四活物所傳達的審判資訊都是由坐在寶座的聖父發出來的。而這以審判內容

帶來的資訊究竟是什麼？一個銀幣約等於當時的一個人一日工資（太 20:1-16），



而一升小麥大約可以製作出一個人一日所需的口糧，因此，“一個銀幣買一升小

麥”的意思就是一個惡人在努力工作一天之後，只能夠養活他自己。若是他要養

家糊口，就必須使用奴隸或者牲畜所使用的低劣大麥。此處的小麥價格大約是平

常的 8-18 倍，是平日裏的五倍還要多。因此，讓我們明白了此處隱藏的秘密就

是進入了饑荒的階段。“油和酒不可糟蹋。”“糟蹋”一詞原文的性、數、格是第

二人稱單數，這個詞語是聖父直接像黑馬騎士發出的命令。“糟蹋”一詞可以翻

譯成“傷害、欺負、欺壓，或行不義的事，”，這命令是黑馬騎士不要“糟蹋、傷

害”油和酒。一般情況知之下，油和酒在當時是有錢人的物資，在第一世紀的教

會中，特別是在饑荒中，教會多是窮人，而有錢人卻是毫髮無傷。因此，黑馬騎

士借著這樣的不公義制度所造成的傷害就是教會和信徒。因此，第三印之災所帶

來的的並非不公義，這是在第一世紀羅馬皇帝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由和酒產生的

經濟效益大過於種植穀類；此一現象造成的後果就是民院和動亂。羅馬皇帝豆米

仙西元 92 詔令天下，“砍掉一半葡萄樹，改種穀物，不准栽種葡萄樹”。如果從

這一資訊來看“油和酒不可糟蹋”這一禁令就顯得格外的對稱。在第三印中我們

看到了這個禁令，但饑荒並非太長，但已經出現了，所任物價很高，但是生活必

需品仍然可以買得到。這一有限制的方式來理解第三印，穀物卻人人有行有市，

這一現象使我們在七印、七號、七碗，三個系列之災的的世界範圍看到了他的發

展進度：從有限的 1/4（6:7-8），道範圍略增的 1/3（七號 8:6-12），再到完全

不設防的 1/1（七碗 16:1-21）的過程，我們就不難理解祂先知的原因了。這是

上帝遞進式審判的方式。

思想——

我們來向一下，今天的世界環境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的問題。如果越來越

壞那我們就會明白上帝的旨意本是如此，如果越來越好，那說明我們還是不明白

上珍自愛以此來審判世界，目的是為了提醒我們今日的光景如何持守真道領人歸

主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看見和動力的話，我們需要向這位已經復活升天

的主耶穌基督悔改，這悔改也是在祂恩典當中的回應，作者是神的心意，為要拯

救我們脫離審判的方式，回到基督的恩典裏面，在地上見證祂榮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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