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婦人與龍之戰：海獸逼迫教會》

————啟十三 1-10 節

引言：

婦人被賜予能力逃到曠野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這是上帝親自的作為，就

是今天教會在逼迫的情況之下向世界拓展神國度的過程。本章約翰要講論的是倆

個獸的問題：一個是海中上來的；另一個是陸地裏上來的（十三 11）.在當時的

背景文化來說，海又是無法制服的力量，因此，在約伯記中我們提到的大魚，或

者翻譯為鱷魚，以及其他文本翻譯的龍，他們的出處都是海中，預表抵擋上帝的

惡勢力。作者約翰時期所代表的羅馬政權，在當時海上的軍事與貿易上都有一席

之地，這樣的勢力都是百姓所熟知的，地上興起的列國也都是抵擋上帝的勢力，

這一些勢力在啟示錄所代表的的都是龍的代表與其同活。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

這不單單是舊約時期與新約使徒時期的觀念，今天我們對於啟示錄的理解在末世

中是不斷出現的，在約翰書信中提到的敵基督者（約壹二 18）；保羅在書信中

提到的不法的人（帖前二 18）。不論如何，神已經用許多方法，特別是透過祂

的話語，將祂自己啟示給我們了。祂告訴我們有天使，魔鬼（就是墮落的天使）

存在。此處神在啟示錄裏，告訴 我們魔鬼及其黨羽的活動，和天使的工作。神

也讓我們明白祂對這個世界的偉大計畫，以及祂通過耶穌基督的恩典，賜給世人

的救恩。耶穌是神最完全的啟示者。本段經文約翰並沒有清楚表明他們的身份，

在十二章裏已經看到大紅龍，也就是魔鬼，他下定決心摧毀耶穌基督和跟隨祂的

人。魔鬼處心積慮要毀滅基督的先祖，甚至到了今天他仍然企圖毀滅教會。但魔

鬼並非單槍匹馬，他有很多隨從跟班，就是那些服侍他的惡人。啟示錄第十三章

好像一個視頻，記錄了兩隻最邪惡的獸，牠們對魔鬼忠心耿耿。我們讀了這 個

異象，就能對幕後的景況有所瞭解。本章經文用兩個獸作為代名詞來強調，所代

表的的意義與末世將要發生的事情又如何呢？我們接下來分析！

經文——

兩個獸



1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

褻瀆的名號。

內容——

一、海獸的由來——出自外邦人中

經文告訴我們牠從海中上來的，與之前我們所提到的海上勢力有關系，多半

指政權和借著政權的勢力，經營海上貿易與霸權的突顯。而十角七頭從海中上來，

是指逼迫教會的政權勢力，第一次逼迫的就是初代教會在羅馬政權的統治之下，

這在教會的歷史中敵對的勢力一直都在持續。

本章內容與但以理書七章的四獸非常相似，除了數目以外其他地上也非常相

近。如：使徒約翰對於海獸七頭十角的描述（啟十三 1）；但以理書四獸的特徵

（但七 6-7；二十 24）；七外形如豹、腳如熊、口如獅子（啟十三 2）；最後一

獸是前三獸的總和（但七 3-6）。此處的描述自然地就是我們聯想到了舊約但以

理書。在十二章當中（啟十二 3）我們看到了惡者之間的一致性；“【啟 12:3】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在

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上一章“紅龍見自己失敗並向

婦人發怒，去與婦人其他兒女征戰，……那時龍站在海邊的沙灘上，這是在召喚

祂的邪惡同活，最後要自建成牠的勢力集團，這就是他們最後的掙扎。我們再看

從海中上來的獸：這裏的“皇冠”代表牠的權柄，而這裏的皇冠是戴在角上的，

卻餅沒有戴在頭上，表明祂的王權是從牠的暴力中得來的。“褻瀆的名號”透漏

出牠褻瀆的本性。而那些自稱為上帝，卻不以上帝為上帝的都是褻瀆。“名號”

在原文是個中性詞，有複數的讀法，又有單數的讀法，兩種讀法見證了之間分量

的不同。複數的話同樣表示每個頭名號的不同；與單數的區別太大，因為都在高

舉自己的同時突出褻瀆上帝恩的名號。顯而易見，這是抵擋上帝的組織和集團，

我們稱之為敵基督者。

經文——

2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它。



內容——

二、海獸的地位——十角七頭

本段經文我們看到從海中上來的獸形狀怪異，“身形如豹、腳如熊腳、口又

像獅子的口”，這樣的外形在啟示錄文學表達中並不是太稀奇，因為在舊約但以

理書中已經由此描述。這裏約翰以“如豹、像熊又似獅”的怪獸出現，是要讓我

們感到恐懼畏懼嗎？並非如此，此種描述的同時是將我們帶回到但以理書，繼續

瞭解上帝的計畫與旨意的傳達。在但以理書四獸是分開的，而在啟示錄是將四獸

的特徵加在一起的總和。這樣的四獸與一獸就不難瞭解和區分了。兩卷書在敘述

順序上正好相反，啟示錄：豹-熊-獅；但以理書：獅子-熊-豹。

我們來分析啟示錄對於四獸能力集於一身的描述：“樣子好像豹 ”指的是

它行動迅速與動作的敏捷；“腳像熊的腳”指的是腳步沉重與強大；“口像獅子

口”代表牠的兇殘、殘忍。獸雖然有七個頭，但他只有一個口的特點。這裏的描

述是在強調獸的強大，可怕、無人能夠抵擋的形，無人能夠勝過的畫面。“那龍

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它。”在舊約但以理書，四獸所代表的是四

個強國，此處的異像將四個國的權柄特徵，能力全部集中在海中上來的獸身上（巴

比倫、馬代波斯、希臘、羅馬），他擁有所有前朝抵擋上帝所有的能力，因此這

撒旦將所有的權柄和能力都賜給了它。這樣我們知道在末世中敵基督者的能力會

更大，也會對教會有更大的逼迫，因此今日教會在“曠野之中”所面臨的挑戰也

是大的，不可能越來越美好，因為撒旦不會甘心的，他要做最後的垂死掙扎。這

是我們應該看到的實際情況，這也是對於當時教會的提醒，以及征戰的準備走成

聖之路。

經文——

3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
跟從那獸，
4又拜那龍，因為它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
它交戰呢？”

內容——

三、海獸的本性與權柄——兇惡殘忍來自於撒旦

我們知道，在使徒時代的逼迫，特別教會歷史時期在患難之中，這是當時羅



馬皇帝所代表的敵對勢力對於教會的攻擊，尼祿西元三十七年 12月 15 日，因其

母親嫁給皇帝克勞迪烏斯便成為繼子，西元54年繼任直到68年作皇帝掌權時期。

執政期間荒廢朝政，沉迷於自己的希臘音樂與戲劇的藝術活動，治國理政交給的

自己的老師塞納卡。西元 59年弑殺其母，64年放火焚燒羅馬舊日城址，火勢無

法控制最後傢伙基督徒，他對於羅馬城市的其他建築與供給設計上有很多的突出

貢獻，也收到導航是大眾的愛戴，當時甚至被封為最偉大的皇帝，有宙斯自由之

神-尼祿的美稱。當當時他的行為與羅馬傳統的習俗發生衝突，就是皇帝封為申

明，使的元老院與他敵對，當躲避元老院的控告來到了市郊，最後以匕首此後自

盡。在其死後的二十年間有三股勢力不斷地對抗羅馬統治，對羅馬起到了不小的

威脅。假託尼祿神諭的“尼祿複生”傳說來加大自己的政權統治。這一段內容是

當時比較流行的，這就是當時的背景文化。因此我們來分析本段內容。在學界很

多學者將“獸的七頭”比喻成羅馬的幾位皇帝，特別是他們將那醫好的頭，解釋

為尼祿的複生。因為在七頭之中有一個似乎受了致命的傷害，擔憂奇跡般地好了

起來。表面上看來似乎並沒有神秘大事，但實際上他已經傷筋動骨了，這一點與

紅龍的失敗有關系，因為在於婦人征戰，以及天上米迦勒之戰中他已經從天上墜

落了下來，在天上已經沒有了立腳之地。因此在下界逼迫婦人的其他兒女，就是

地上的教會。他的權柄與能力在逼迫地上教會不斷興衰的同時，直到末世敵基督

者起來，啟黨羽在基督來到時一同接受審判。因此，這獸不帶你點在約翰時代突

出，在歷史中還會繼續延續，因為他在抵擋上帝國度的出現。

此處的“似乎受了死傷”與“羔羊像是被殺過的”在文學上表達是一致的，

是在說他曾經死過又活了過來。這裏對於獸的描述是在說他曾經受過致命的傷，

但並非是獸本生被殺。受了傷只是牠失敗的一個記號，牠的傷的被醫好，卻被世

人看為最大的成就，因而全地的人都去跟隨他。這是那些行欺騙，借題發揮、以

假亂真的邪惡勢力一慣性的欺騙法術。對於基督徒來說，這是我們應該有的智慧

與公義的分辨力，以免隨風就勢被異端與惡勢力迷惑，得不償失。因為我們看到

了惡勢力的一慣性作為，也一直在欺騙神的百姓是他恩進入抵擋上帝的行列，最

終成為地獄之子。

經文——

5又賜給它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它，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6獸就開口向 神說褻瀆的話，褻瀆 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7又任憑它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它，制服各族、各民、各方、
各國。
8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它。

內容——

四、他的特點——七頭中的一頭似受了死傷：借屍還魂

這裏龍授權給受並賜給它“給……一張……口”的能力，意思是准許它，

幫助它，教導它，賜予它口才的意思，是在強調龍准許它褻瀆上帝的話。“又有

權柄賜給它，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這裏面是在說賜給它行毀壞的事件，

一七之半就是三年半，准許它借著外邦勢力踐踏聖城的四十二個月。在啟示錄十

一章 2節我們已經涉及到了此事件。因此他們的行動能力人散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和先知的範圍之內。“6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 神的名並他的帳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就是那些不法之人所做的：“【帖後 2:3】人不拘用什

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

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帖後 2:4】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

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 神的殿裏自稱是 神。”他們在

地上褻瀆神的名和祂的帳幕（教會），就是一切在天上的。“7 又任憑它與聖徒

爭戰，並且得勝。”獸從龍得到了權柄，區域聖徒征戰，就是與婦人的其他兒女

征戰，結果讓我們看到他們在表面上得勝了，因為在其中許許多多的聖徒被殺，

殉道者層出不窮，這是指他們的肉體被殺的境況。 而這種死亡並非是真正的失

敗，因為基督也曾籍這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得勝的並非是獸，而是殉道者和他們

主基督。“也把權柄賜給它，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再說它表面得勝

的勢力範圍之廣，可見當時統治者的權柄和能力並非一般。“凡住在地上、名字

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它”。“凡”也是所有的

意思，“所有住在地上的人……都來拜它”，此處的牠強調的是單數，如使人拜

龍，也拜獸是一致的，而這場詭計的背後真正敬拜的就是那龍。“名字從創世以

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這裏指的是屬主的人，名字從創始一來就

被記在生命冊上的，“在創始一來”指的就是在歷史中借著被殺所揀選的百姓在

生命冊上的肯定。



經文——

9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10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內容——

五、海獸的能力——無人能比：勝過一切的人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這句話我們並不陌生，在啟示二至三章關於七教

會的警示與宣告就重複了七次。說明此信息的重要性，這裏再次強調，讓我們不

要忘記這關鍵指出，涉及到我們對敵基督的認識以及他們看似勝利的外表，使我

們持守真道堅持真道為主作見證。這句話所指向的就是第十節的內容：“10 擄

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第二句話是一個是詩歌體，容易誦讀和記憶，這裏面和合本翻譯：“擄掠人的，

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是個因果關係，這是根據較晚的譯本翻譯出

來的，英文譯本多數如此翻譯。這樣的翻譯並不呼和聖徒的忍耐和堅韌的信心，

有以牙還牙的意味；新譯本根據較早的譯本翻譯：“如果人應該被俘虜，就必被

俘虜；如果人應該被刀殺，就必被刀殺”，兩種翻譯截然不同，但第二種表達出

來的心志與聖徒的信心應該是一致的，“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於此”。

小結——

我們透過對於海中上來的獸的認識，他們勢力在地上是強大的，大到一種無

人能及的程度，牠必定會持續不斷地逼迫教會，褻瀆上帝的木能夠和榮耀，因為

牠從那惡者散彈已經領受了權柄在地上行毀壞的事情，上帝也許可牠這樣做，目

的還是為了造就聖徒。但此種的奧秘復活的人子耶穌基督籍這使徒約翰再吃讓我

們明白了這四十二個月，一七之半的三年半當中，教會在地上的信仰生活與苦難

中的掙扎，這一艱難梧桐產難的婦人一般，但患難和逼迫過後就是新生與黎明的

到來，故此，及讀讀的盼望不在今世，在乎神的榮耀和神的國。

東方雅各證道集

2023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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