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第二異像之羔羊揭開前四至六印之災》

————啟六 7-17 節

接續——

7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

8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

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獸，殺害地

上四分之一的人。

四、騎灰馬這的異像 V7-8

我們繼續接上前三印的內容來分析第四印與之關聯選哪個。我們要將前三印的具體意

義重述，因為他們與第四印的關聯性是分不開的：第一印的白馬象徵勝利，以桂冠為代表；

第二印的紅馬代表著流血，大刀為代表；第三印的黑馬所象徵的饑荒，以天平為代表的。那

麼，隨著四活物中的第四個活物呼召出來的會嗎又代表著什麼呢？這匹馬的特點是灰色的，

“灰”在原文也可以翻譯為“青綠”，或者綠色的東西的意思。在其他文獻中還可以譯為“蒼

白”的表述。如果在中文中更加清楚的譯法是“死灰色”就更加貼切了。因為這樣的描述是

讓我們能夠明白病人的容貌和屍首的樣子，甚至人在驚恐中的蒼白臉色。顯而易見，灰色所

象徵的十分的清楚，就是“死亡”的象徵，它也是我們聯想到了“陰間”一詞的浮想，因為

死亡之後就是陰間嘛！因為在（啟 20:13 節）中也同時提到了這兩個擬人化的詞語：“死亡

和陰間也交出了其中的死人”，因此，這兩個詞語在約翰的語境中是一個銅板的兩面，這樣

才讓我們看到了它的完整度，否則我們看的不夠全面，不管怎樣，它所代表的都是黑暗的權

勢。在舊約中也是以這樣同義平行的不同方式重述出現。例如：猶大的獅子+大衛的根；大

衛的根+晨星等等。在啟示錄他更以雙名字的方式反復出現，例如：龍+古蛇=撒旦+魔鬼。這

一中方式是迂回曲折的寫作方式，揭露撒旦以其外形不斷的欺騙，讓牠無所遁形。

本段內容 7-8 節重點放在了“死亡和陰間”上面，透過其內容可見一般：“有權柄賜給

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這裏面使我們知道了一個關鍵性的資訊，就是他們的權柄從上帝而來，他們是神手中使用的



工具。與前三個騎士比較，第四個灰馬騎士領受的權柄更大，竟有四樣之多：“刀劍、饑荒、

文藝和野獸”。而在舊約耶利米書和以西結書中刑法只出現了三樣：“刀劍、饑荒和瘟疫”，

他們總是一起出現，其根源是由神與以色列人立約條款而來的（利 26:25-26）。在以西結書

14:12-20 節，耶和華懲罰夜色列人幹犯之罪，三樣刑法就被放大了四樣：“饑荒 13-14 節，

惡獸 15-16，刀劍 17-18，瘟疫 19-20 節”。而到了 14：21 節，之前的就不再是理論和假設的

情況了，卻成為了神子民的實際警告（刀劍、饑荒你、惡獸和瘟疫）。這在耶利米書四災也

同樣出現的 15:2-3；以斯拉記 9:7 是刀劍、被擄、搶奪、和蒙羞；在但以理書 11:13 節，刀

劍、火燒、被擄和搶奪。如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灰馬騎士所帶來的的災難並非是新奇

的，在舊約同樣也是一慣性的。但在啟示錄中禍哉末世中的災難所面對的對象卻是全世界範

圍的，因此才舊約與啟示錄對比這些災難的情況之下，“被擄”之災的元素就不復存在了，

因為這不合適了。第四印有兩種特色：第一，此印是前三因災難的總和，因為刀劍、饑荒隱

藏在了戰爭裏面，動亂與饑荒的結果就是死亡，這也放映了灰馬騎士的特色。第二，此印雖

是前三印的總結，但他並非因此失去獨立性。在刀劍、饑荒、瘟疫和野獸這四樣沙恩工具中，

灰馬騎士所特有的就是戰亂和饑荒，但之後接這種而來的便也的死屍應的瘟疫，以及野獸的

啃食。

在啟示錄 4-5 章我們但到了天庭那張美麗的景象，而就在美麗景象的下麵缺失屍橫遍野，

慘目忍睹的災難。製作者約翰三番五次地強調災難的接連不斷，這四匹馬的權勢是神所賞賜

的，清楚地指出“死亡和陰間”的群並所及指出，就是地上的人要死去 1/4。因為我們已經

在第三印瞭解到了神針對性刑法的範圍是有限制的，因此，我們不能夠說這 1/4 的死亡人數

已經滿了，因為第四印之必要性在將來還會繼續實施。這四印之災是人子復活之後所解開的，

而且已經開始的，這一點在第四印應景得到了證實。死亡和陰間能殺害地上 1/4 的人，是因

為他們已經得到了從神而來的權柄，而這權柄的主人在啟 1:18 節已經說明，“它曾死過，但

又活了，並且之活到永永遠遠的哪一位”，只有復活人子所獨的。

9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

10 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

時呢？”

11 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

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二、第五印：祭壇下殉道者的呼喊與異像 V9-11

我們在四印的戰爭、饑荒、瘟疫帶來的屍橫遍野等內容說明，其中多有基督徒被逼迫殉

道的。揭開第五印就涉及到了這一點：“祭壇底下，為神的道作見證被殺者的靈魂”。說道

這裏的時候是否對那些帶著個人夢想去天國享福之人帶來更大的挑戰呢？有或者說，他們在

今生夢想有富貴，來時得永生的想法產生敵對的情感和認知呢？對於人性來說，任何人都不

願意面對逼迫和死亡，對於那些指向聽到“恩典福音與反律法主義者的信仰”帶來的直接挑

戰更大，故此，這與他們對於神旨意的瞭解是不同的。

第五印與前四印內容次序有所不同，前死印都是有四活物呼召之後再出來的，而第五印

是先看見後聽見，顯然，第五印是前四印帶來的結果。 這裏的人究竟是誰？他們委身摩會

在祭壇之下？舊約會幕有兩個祭壇，一個在會幕外用銅包裹的，焚燒祭物之銅壇；另一個是

在會幕內，以金包裹的，焚香的金祭壇（出二十七 1-8；三十八 1-7）。被殺的靈魂究竟在哪

一個祭壇下麵呢？舊約的祭壇除了要彈血在幔子上和抹在金香壇四角之外，其餘的就被撒在

了銅祭壇上，或倒在了銅壇的腳上了。如果我們從約翰所看到的畫面情況來看，在啟 5:8

節有 24 位長老獻香的舉動，約翰將此描述為聖徒的禱告，等同於舊約所描述的以色列人獻

的“香”。因此，被殺的靈魂，在天上的祭壇下有呼籲神伸冤的禱告，與地上會幕至聖所中

金香壇的香如出一轍。這些殉道者為什麼會在金香壇之下？因為祭壇就是神的寶座，意思是

在神的保護之下義人的靈魂得以保守。在啟 5:8 節，“香”是神與以色列百姓立約的記號，

在金香壇就是預表在“約中”的意思，這在（希九 11-15）中再清楚不過了。

金香壇之下的靈魂是為著神的道被殺的，被殺的原因就是為神的道作見證導致的。作為

天庭異像的焦點揭開七印的復活的人子，歷史歷代新約的殉道者，他們來自各國、各方、各

族、各民，在這個內容的限定之下，這就是羔羊所買贖回來的，因此，“安息”片時，為後

面的審判和伸冤做預備就不足為奇了。對於第一世紀的教會而言，這些祭壇下被殺的靈魂，

為所持守的真道而殉道的聖徒，是哪些在尼祿與多米田皇帝的手下為信仰受難的人，因此，

他們呼籲神為他們伸冤，有誰能夠比他們在神面前呼喊伸冤更為代表性呢？

這就是殉道者的呼聲。“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

等到幾時呢？””而這裏面的“主啊”指向的卻是聖父，因為一切的命令都是有坐在寶座者

發出來的。這裏的“聖潔真實的與你的審判正直公義”，同（啟十九 2 節）哪里的“真實公

義”都是在強調神無法容忍罪惡，必降罰與審判、信實守約者伸冤的屬性。這裏面讓我們看

到了他們彼此之間的瞭解與相互信任。殉道者認識神的“旨意實在是高明”。“住在地上的人”



這是降罰的對象，他們是與聖徒有別之人，是殺害聖徒的；名字沒有記錄在羔羊生命冊之人；

他們逼迫神的兩個見證人；他們被獸迷惑，拜獸之人；喝醉了巴比倫淫亂之酒之人。通過殉

道者靈魂的呼喊：“要到幾時你才要為我們伸冤”，這一場審判是不可避免的。這並非出自殉

道者的私欲呼喊，而是出於神聖潔、公義、信實的屬靈才有的答案，也要在終極審判實現的。

從這裏我們得知，終極審判並沒有完全來到，但羔羊揭開四印中看到了今世的結果。另一方

面，神的能力、權柄、以及對復活人子的授權，卻大大彰顯了祂自己在決定今世和未來。因

為：“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這對

於人來說都是不願意接受的，為什麼？因為人的軟弱，甚至不認識福音，或者不相信福音導

致的結果。而這恰恰是神的心意，愛人如己的最高峰是是真面？為他人捨命，這就指向了基

督為我們捨命所付出的代價。為要使他們的生命和信心建立在戴罪羔羊，即復活人子的身上，

對罪帶來的工價有更清楚的認知，對於神大能有更堅定的依靠；對復活真實的盼望。與聖徒

一同為見證而殉道，與主同復活將來的真實寫照。

12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

13 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14 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卷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

15 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裏，

16 向山和岩石說：“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

17 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三、第六印：末日宇宙性審判的異像 V12-17

在七印之災中六印佔據的篇幅最多，其內容也是震撼非常。天眼地動，使人驚恐十分。

約翰也用到了交錯的結構與自然強化的變動“鋪天蓋地”的印象帶蓋我們視覺的效果。

首先，“地震”我們在舊約西奈山遇到過，而那裏所表述的是神的顯現的記號，是神顯

現的一種方式。因此這一地震就代表末日來臨之前上帝審判的一部分。“日頭變黑像毛布，

滿月變紅像血”“黑毛布”指的是黑羊毛編織的衣服，是先知的服侍（啟 11:3）。在舊約我

們看到許多先知以這種“日月無光”的方式代表神審判是的恐怖氣氛。這句話在（約珥書

2:31）也是一樣的描述，“日頭要變為黑暗，日頭要變為血”。在本局內容有一個形容詞，加

重了語氣：“整個ολη”這兩句的變化就是讓人更加畏懼和恐懼。“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



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這一句話來自（賽三十四 4b），“其上（天

上）的星宿要殘敗，像葡萄樹的葉子落下，又像無花果樹未熟的果子一樣。”此處都是有關

“星辰墜落”。舊約神應許以色列審判列國的，為她恩伸冤（賽三十四 1-8）從啟示錄新婚

到這的呼聲與第六印神審判的邏輯來看，兩者的一慣性與相似度是一致的。因此，這裏的“大

風”與前面的整個ολη的形容詞都是要加曾審判的力度。

“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卷起來”新譯本與呂振中譯本“天被分開，好像書卷卷起來”，

也可以翻譯為“挪移、隱退了、被收起”，如果譯為“分開”，恐怕與後面的書卷被卷起來就

有些難明瞭。但是當書卷沖中間切割開來的話，分別卷起兩邊的書卷就會有一些立體的效果。

這裏面形容天的消失，這與（賽三十四 4a）的內容是一致的，“天上的萬象都要消化，好像

書卷。”前面提到了天上的星辰如同無花果落下的比如，雖然在語句上的次序不同，但邏輯

上還是一致的。這一種景象的描述是讓人畏懼，讓人無法逃避這天與地之間的任何角落。當

分開的是天上寶座與世界之間的物質天，如同書卷中間的分開，神的生就與公義之審判借著

羔羊對世界的審判。“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約翰用挪移代替了地震的表述，在

12 節地震的搖晃之下，最終的結果閃靈海島離開了原位。這裏也是在加曾審判的結果。如

果我們全面性地來看這一現象的過程，都在說審判的嚴重性。“所有παν”所強調的地面、

海面、山嶺、海島都無法呆在它們的原處，讓人不再有任何懷疑任何空間。但這裏面的天這

的消失了嗎？日頭真的變黑了嗎？月亮真的變紅，星辰墜落都是事實嗎？酒肉童上帝將整個

宇宙結構了，之前是祂創造的，今天祂又都拆毀了。實際上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上帝所造的

一切都是好的，因為人的墮落犯罪而導致海、陸、空的問題，但約翰借助這一切的異像是要

告訴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世界因著罪帶來神的審判再無安身立命之處了。這一切的現象在

歷史中的不斷地發生的，有是我們也能夠驚奇地發現它是不斷地增加的。因為耶穌也提醒過

末世必要傳的預兆“（可十三 8）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

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這都是神憤怒的審判，以及對於基督徒的提

醒。

“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17 因為他們

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從這些人的絕望呼救聲中讓我們看到，他們寧可面對

死亡，也沒有呼求神的拯救。這些人都是什麼人？“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

切為奴的、自主的”，並非神的選民。但卻是對歷史歷代真基督徒的提醒。這段內容在舊約

中也有雷士事件（賽二 10/19/20）,這三次使我們看見了以色列在山洞中躲避耶和華的驚嚇

與他威嚴的榮光。舊約內容描述：躲避耶和華的言語；新約啟示錄：“躲避報作者的面目”



在後面又加上了“羔羊的憤怒”，這樣我們看到了新舊約的一致性，在聖經神學範疇之內以

文本互設的方式講述上帝的計畫與旨意的成就。

本章內容以一個反問的形式結尾：“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他們”

在這裏非常難以解釋，但必須透過古卷加以查考，因為這是個複數，如果從三位一體山那個

地的角度來看的話就沒有問題了，因為在（創一 26）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樣式造

人），這樣的審判也是有他們發出來的，另外一點，有古卷只有他，因此特指羔羊。但不管

怎麼樣審判的資訊與權柄都是由上帝親自發出的。這裏的“他們憤怒的日子”也可以翻譯為

“耶和華憤怒的日子；耶和華的日子；耶和華的大日子”，這是在指一個時間的一個事件，

還是在表達上帝所有審判在歷史中的日子呢？在舊約當中提供了很多這樣的元素：“約珥書

‘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謂，誰能忍受得住呢’”此內容與本節是一致的。因此，那日子，耶

和華的日子都是作為末日代名詞的經文，兩者是一樣的，只是用了不同的詞語描述。實際上

最後一句疑問總結了第六印的所有災難，這是讓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神的審判是無可厚非的

事情。第五印我們看到了殉道者的耐心等候，若不是神要在“日期滿足”恐怕這種審判以宇

宙性的群面展開，是無人能夠逃脫的，因為第四印揭開的時候地上就已經被殺害了 1/4 的人

口。耶穌對於末日的教訓：末日之事；耶路撒冷聖殿被毀；歷史中的這樣重複的時間衣裳都

有。在太二十四 5-31；可十三 6-27；路二十一 8-28；啟六章。三卷福音書都細細地描述了

這一場景，這都是主耶穌對於我們今天基督徒的提醒。

經文——

【太 24:6】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

末期還沒有到。

【可 13:7】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路 21:9】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

就到。

小結

為什麼不繼續分享第七印呢？因為在第六印與第七印之間有緣插曲，這就是作者約翰在

異像中看到的，為了是第七印揭開是更加的具體與奧秘的揭開相調和，使我們更加清楚啟示

錄所傳達的上帝心意。上帝在基督裏已經將最美的應許賜給我們，在人類的中已經為我們指

明了方向和目標，這救恩之路救贖與主同行回應聖天召，拓展神的國將榮耀頌贊歸給祂，直



到祂二次再來真實的審判！

東方雅各證道集！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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