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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末世論的危機

信息綜覽

A.	認識末世論

1. 末世論是系統神學的分支，特別是在探討與末世相關的議題。

2. 在基督徒中，對末世論這個主題幾乎沒有共識。

3. 我們這個時代的危機是有關理解聖經預言的問題。

4. 基督徒之間有許多龐大的末世論議題仍是有爭議的，包括：千禧年的時間和性

質、敵基督的身份、被提的時間，以及教會和以色列的關係。

B.	最嚴重的末世論危機

1. 關於聖經和耶穌本身之可信度的問題。

2. 近兩百年來，在教會內外，人們對聖經的可信度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攻擊。

3. 高等批判家對於聖經默示的首要攻擊，都集中在與末世論有關的事情上。

a. 新約聖經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關於未來的預言。

b. 如果這種預言是可疑的，就會對聖經的本質和可信度帶來嚴重的問題。

4. 更嚴重的是對基督本身之可信度的攻擊。

a. 批評者聲稱，耶穌的預言沒有在祂自己所說的特定時間內實現。

b. 如果這種批評是真的，那麼耶穌就成了假先知。

5. 問題說明	──	羅素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

a. 羅素概述了一系列以耶穌為焦點的批判。

b. 他聲稱說，雖然福音書中的基督表現出高尚的道德品質，但祂並沒有表

現出多大的智慧，尤其是在祂對未來的教導上。

c. 羅素說，耶穌確切地認為祂的第二次降臨會在當時活著的人過世之前發

生，駕著榮耀的雲降臨。

d. 這是羅素的主要批判，也是過去兩百年來聖經批判者的主要批判。

6. 批判者主要是針對這三段經文做出批判的：

a. 馬太福音十23

b. 馬太福音十六28

c. 馬可福音十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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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福音派學者處理這些關於時間點的經文的方式，在許多情況下都遠遠無法令人滿

意。

8.	新約聖經中有許多敘述都表明：早期教會對於「基督降臨」這件事都有一種迫切

感，好像基督即將降臨了，然而這些事情直到今天也都還沒有發生。

9. 批判者稱，隨著時間的流逝，早期教會對自己的期望做了某些調整，這些調整出

現在新約聖經的後幾卷書當中。

10.	本系列信息的主要焦點將是試圖理解幾段有關時間範圍的經文；這些經文經常被

人們拿來批評聖經的可信度和我們的主本身的可信度。

問題探討 

1. 「末世論」一詞的意思是什麼？

2. 末世論在現今最嚴重的危機是什麼？

3. 請說出兩個可信度受到高等批判學者挑戰的人或物。

4. 高等批判學者在攻擊聖經的默示時，首要是針對什麼進行攻擊？	

5. 批評者對基督的可信度提出的具體控訴是什麼？

6. 為什麼這種批判很重要？

7. 為什麼羅素說基督沒有表現出多大的智慧？

8.	批評者為了確立他們對基督預言的攻擊，而引用的主要經文是哪三段？

9. 關於早期教會的末世期望，高等批判學者提出的理論是什麼？

問題討論

1.	你認為末世論的研究有多重要？為什麼？

2.	基督徒之間對末世論的教義有很大的分歧。這些分歧是否嚴重到足以成為教會

分裂的理由？為什麼？

3.	有沒有任何末世論教義或理論會使人逾越正統基督教的界限？請說明。

4.	請檢視高等批判學者所用來反駁耶穌預言的那三段經文。根據你的經歷，人們

都是如何解釋這些經文的？你覺得這些解釋令你滿意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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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基督的再臨

信息綜覽

A.	簡介	──	批判理論之歷史回顧的必要性

B.	十九世紀的神學

1. 十九世紀的哲學受到黑格爾及其進化論歷史觀的影響。

2. 進化哲學被聖經學者用來解釋宗教的發展。

3. 由此產生的宗教歷史學派主導了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根據這一學派的觀點，聖

經宗教在歷史發展中遵循著所有宗教所遵循的基本模式，也就是由簡單進化到複

雜。

4. 宗教歷史學派除了將進化論原則應用於聖經宗教的發展以外，還有強烈的反超
自然偏見；這種偏見控制了該學派對聖經的分析，並在教會中造成了危機。

5. 自由主義修改了基督教，試圖使基督教與關於人和世界的現代理論相容。

6. 舊約和新約聖經中前後連貫的主題就是上帝的國，然而這個主題的倫理和價值觀

卻被重新定義了。

C	 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

1. 他認為，不能從超自然的個人救贖層面來理解耶穌的教導，而要從「人類的重要

價值」這個層面去理解。

2. 他認為上帝的國主要是跟「將耶穌的倫理教導應用於社會上」有關。

3. 他的觀點後來產生了饒申布士的「社會福音」。

4. 自立敕爾以來，自由派和保守派對教會基本使命的理解就出現了裂痕。

D.	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 他在二十世紀初出版的《歷史耶穌的探索（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一書，對聖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 他分析和批判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進化思想及其對上帝之國概念的修正。

3. 他認為：如果不聚焦在末世論上，就無法理解耶穌關於上帝之國的信息。

4. 根據史懷哲的觀點，上帝的國的到來並不是透過逐步的、進化的、今世的、漸進

的道德發展；相反地，上帝的國將災難性地、突然從天上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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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史懷哲認為：耶穌在世上傳道的時候，曾在不同的時間點當中預期天國的突然降

臨，例如路加福音十章，以及馬太福音二十一和二十六章。

6. 他也認為：到了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耶穌才終於意識到這不會發生，於是便大聲

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太二十七46）？」並且以一個高

尚人物之姿死去，體現了愛的福音。

7. 史懷哲的貢獻	──	現在人們已經無法忽視新約聖經中關於末世的用詞了。

8.	史懷哲的問題	──	他認為耶穌是錯的。

E.	陶德（C.H.	Dodd）

1. 陶德發展出了現在所謂的「已實現的末世觀（realized	eschatology）」，這個

觀點認為耶穌的預言大部分都在第一世紀應驗了。

2. 他認為耶穌並沒有理想幻滅，而且耶穌說的時間範圍並非沒有如實應驗，而是在

屬靈的意義上應驗了。

3. 門徒們確實看到了上帝的國正在彰顯，因為耶穌的存在本身就是上帝之國的顯

現。

F.	庫爾曼（Oscar	Cullmann）

1. 他根據「D日（D-day）」的比喻發展出了一套理論。

2. 正如「D日」標誌著衝突的結束一樣，上帝國度的第一次到來標誌著它決定性的到

來。

3. 剩下來的事情只不過是末世的附言而已。

G.	芮德博（Herman	Ridderbos）

1. 他提出了上帝的國「已然／未然」降臨的概念。

2. 上帝的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到來了，但要到時間的終點，這個國度才會完全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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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 

1. 十九世紀神學思想以什麼理論為主導？

2. 根據十九世紀宗教歷史學派的觀點，聖經宗教遵循了什麼樣的發展過程？

3. 自由主義如何重新定義上帝的國度？

4. 立敕爾如何重新定義耶穌的教導？

5. 立敕爾的思想引發了十九世紀後期的什麼運動？

6. 保守派和自由派對教會基本使命的看法有何不同？

7. 二十世紀初，那本對於有關上帝國度的聖經研究產生巨大影響的書，叫什麼名

字？

8.	史懷哲對聖經研究有什麼重要貢獻？

9. 「耶穌再臨的延遲」一詞的涵義是什麼？

問題討論 

1.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選擇如何去處理宗教歷史學派和當時普遍存在的反超自然

偏見所造成的危機？

2. 請總結史懷哲、陶德、庫爾曼和芮德博（舊譯「瑞德鮑斯」）的末世論觀點。

3. 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為了解決十九世紀的危機，便提出論點說新約聖

經所有的預言都要等到歷史的結尾才會實現。這種解決方式對新約聖經的用詞

是否公正？為什麼？

4. 到目前為止所提到的所有解決方案中，有沒有哪一個方案充分處理了所有的聖

經教導？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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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問題

信息綜覽

A.	簡介	──	解讀預言的主要難處之一，就是文學體裁的問題。

B.	橄欖山聖訓的重要

1. 這是聖經批判者的主要批判目標。

2. 這段聖訓的主軸，在用詞上沿用了福音書中其他地方所普遍使用教導模式。

3. 這段聖訓在三卷符類福音書中都有出現（太二十四，可十三，路二十一）。

C.	橄欖山聖訓概述（可十三）

1. 耶穌最初的預言（1－2節）。

a. 此時門徒們正走出聖殿建築群，向山谷另一邊的橄欖山前進。

b. 諷刺的是，預言的應驗是用來維護聖經權威的主要工具之一；而這一個

預言（耶路撒冷和聖殿的毀滅）就在說出來之後約四十年就應驗了。

c. 在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耶路撒冷和聖殿的毀滅是人們絕對無法想像

的。

2. 門徒問了兩個問題（3－4節）。

a. 「什麼時候會有這些事？」

b. 「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

3. 末期的預兆（5－8節）。

a.	耶穌提到了一些預兆。

b.	這是在回答門徒的第二個問題。

4. 進一步的預兆（9－13節）。

a. 我們通常會以為這段話的主要聽眾是我們，但耶穌這段話其實是在回答

一群特定人所提出的特定問題。

b. 耶穌在對門徒說話時，一再強調「你們」這個詞。

5. 行毀壞可憎的和大災難（14－20節）。

a. 當代大多數的解讀者都認為這個預言指的是我們未來的事件，但耶穌其

實是在告訴當下那些正在聽祂說話的門徒一些具體的指示，告訴他們如

何逃避這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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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西元七十年，當猶太人逃到耶路撒冷躲避羅馬軍隊的時候，基督徒則
是逃到山上去了。

6. 天上的預兆和人子的降臨（21－27節）。

a. 耶穌很明顯地將預言中這一部分的內容也包含在祂對門徒所提之問題的

回答當中。（門徒所提的問題就是有關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的具體問

題。）

b. 這個部分也包括在「這世代」過去之前所必定會成就的「這一切事」當

中。

c. 然而，在這個單一的未來預言中，不僅包括耶路撒冷和聖殿的毀滅，還

包括了祂在末世時駕著榮耀的雲降臨。

D.	關於這段難解的經文，人們提出了好幾個的解案

1. 聖經批判者認為耶穌根本就講錯了。

2. 大多數福音派人士認為要按字義解讀這段預言的內容，但卻將「這世代」一詞給

靈意化，認為該詞所指的並不是耶穌所說的那個世代。

3. 少數派觀點則認為，要按字義解讀「這世代」一詞，並將「近了」理解為基督在

猶太時代的末了所施行的審判。

問題探討 

1. 解讀聖經預言的主要困難之一是什麼？

2. 啟示文學有哪些特點？

3. 出於哪三個原因，使得橄欖山聖訓在任何末世論研究中都非常重要？

4. 橄欖山聖訓出現在新約聖經的哪三章當中？

5. 聖經批判者在攻擊新約預言的時後，都把重點放在橄欖山聖訓上；為什麼這是

一件諷刺的事？

6. 橄欖山聖訓大約是耶穌在哪一年說的？

7. 耶路撒冷和聖殿是什麼時候被羅馬軍隊摧毀的？

8.	馬可福音十三3－4中門徒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問的？

9. 門徒在馬可福音十三4中向耶穌提出的兩個具體問題是什麼？

10.	在馬可福音十三章中，耶穌主要是在對誰說話？

11. 馬可福音十三21－27中所提出的困難與馬可福音十三1－20中的敘述有什麼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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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督徒用來處理這個困難的方法有哪三種？

問題討論 

1. 請閱讀關於橄欖山聖訓的那三段記載（太二十四、可十三、路二十一）。這些

記載有什麼共同之處？這些記載在強調的重點和所揭示的具體細節上有什麼不

同？

2. 為什麼與橄欖山聖訓緊鄰的前後文，對於正確地解讀這段聖訓而言是如此重

要？請解釋。

3. 在處理橄欖山聖訓的常見方法中，你認同哪一個？這個方法的優點是什麼？弱

點是什麼？而你所不認同的方法又有什麼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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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義或是喻意？

信息綜覽

A.	簡介	──	回顧馬可福音十三章

B.	橄欖山聖訓的解讀

1. 首先要處理的是基本的解讀原則	──	the	sensus	literalis	──	經文的字義。

a. 對於「字義解經」，人們一般認為這就是指說要完全按照聖經文字表面的

描述去理解經文。

b. 但這個概念的實際意思是：要按照聖經寫作的方式來解讀	──	例如，詩

是按照讀詩的方式來解讀、歷史要按照讀歷史的方式來解讀、象徵用語要

按照讀象徵用語的方式來解讀。

2. 在解讀橄欖山聖訓時，我們必須區分一般用語和象徵用語。

a. 一般用語	──	用語的涵義正是它在一般使用方式中所呈現的那樣。

b. 象徵用語	──	用語包含了象徵性質的要素。

3. 基本上，橄欖山聖訓有三種不同的解讀觀點。

a. 聖經批判者所採用的觀點：整篇聖訓都是以一般的、字面的用語組成的。

b. 沒有人採用的觀點：整篇聖訓都是由象徵用語組成的。

c. 幾乎所有福音派基督徒所採用的觀點：這篇聖訓有一部份是一般用語、一

部份是象徵用語。

4. 橄欖山聖訓的八個關鍵要素	──	一般用語或象徵用語。

a. 聖殿的毀滅	──	一般用語。	

b. 耶路撒冷的毀滅	──	一般用語。

c. 基督在榮耀中到來	──	？

d. 關於時間的預兆	──	大部分是一般用語。

e.	福音傳給萬民	──	？

f.	「世界的末了」	──	？

g.	天文的劇變	──	？

h.	「這世代」	──	？

5. 福音傳給萬民。

a. 現代的基督徒認為：要等到福音傳遍萬民的時候，基督才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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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羅在書信中的說法，顯得這個預言好像在他過世之前就已經應驗了（參

羅十18、十六26；西一6、23）。

6. 「世界的末了」	──	有些人認為整個橄欖山聖訓的預言都在耶穌講完之後的四

十年內應驗了；這些人認為耶穌指的是猶太人時代的末了，而不是指整個歷史的

末了。

7. 天文的劇變

a. 在舊約聖經中，先知們使用一些圖像化用語來描述上帝的審判臨到世界；

而這些圖像化用語與耶穌在橄欖山聖訓中所使用的非常相似（例如：賽十

三9－13；三十四3－5）。

b. 這些舊約預言所提到的天文劇變，並沒有照著字面的意思應驗。

8.	重點就是橄欖山聖訓中有些內容是一種比喻。

9. 有人說天文的劇變這段描述是比喻用語，也有人說「這世代」是比喻用語。

問題探討 

1. 在試圖解讀橄欖山聖訓之前，必須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2. 對「字義解釋」的常見理解和正確理解有什麼不同？

3. 「一般用語」和「比喻用語」分別是什麼意思？

4. 解釋橄欖山聖訓的三種基本觀點分別是什麼？

5. 高等批判學者採用了這三種觀點中的哪一種？

6. 解讀橄欖山聖訓時，所必須理解的八個關鍵要素是什麼？

7. 人們對於橄欖山聖訓中的哪一個要素是幾乎沒有爭議？

8.	對於「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句話，有哪兩種可能的解讀？

9. 請舉出兩個例子，說明舊約聖經中關於天文劇變的預言已經在上帝對具體古代國

家的審判中應驗了。

10.	橄欖山聖訓中最大的解讀困難是什麼？

問題討論 

1. 請閱讀歌羅西書一6和一23，並討論這些敘述對於解讀橄欖山聖訓的意義。

2. 下列這些舊約聖經中的預言，提到了上帝將對以色列和其周圍地區的古代國家施

行審判。請閱讀這些預言。這些如今已經應驗了的預言，如何幫助你了解橄欖山

聖訓？

a. 巴比倫	──	以賽亞書十三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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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埃及	──	以西結書三十二7－8

c. 以東	──	以賽亞書三十四4－5

d. 以色列	──	阿摩斯書八9

3. 有沒有可能以絕對的字面意義來解讀橄欖山聖訓的全部內容，而不至於得出高

等批判學者的結論？即使是最注重字面意義的福音派解釋者，也認為這段聖訓

中的哪些部分是比喻用語？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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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代

信息綜覽

A.	橄欖山聖訓中的關鍵片語就是「這世代」

1. 「這世代」的一般涵義是指那些與耶穌同時代的人。

2. 一個世代大約是四十年。

3. 耶路撒冷和聖殿的毀滅確實發生在這一預言宣告後的四十年內。

4. 學者們以幾種方法試圖避開這裡所涉及的難解之處。

a. 許多學者認為，可以在馬可福音十三32節中找到避開的方法；在這節經

文中，耶穌給自己的預測做出了限制。

b. 其實，耶穌在32節只是在說：關於這個預言應驗的時間範圍，祂已經做

出了預言，而且無法再提出更具體的預言了；祂原先提出的預言已經很

具體了。

c. 另有些人認為，馬太福音十六28的平行經文是在登山變像或復活升天時

應驗的。

d. 但這樣一來，耶穌的用詞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因為登山變像發生在六天之

後，而復活發生在幾個禮拜之後。

e.	最常見的解決之道，就是對「這世代」一詞的不同解讀。

i.	有的人認為，它是用來指一個種類、一個類別的人。

ii.	有的人說，所指的那一類人是「信徒」。

iii.	 也有人說是指「不信的人」。

iv.	芮德博認為：這個詞指的不是「時間範圍」，而是「心思意念的範圍」

。

f.	諸如此類不同解讀的問題是，新約聖經中，「世代」一詞的用法絕大部

分是指當時在世的一群人。

g.	新約聖經中有些地方的「世代」一詞是指當時在世的一代人，而且幾乎

所有學者都這樣認為，例如：馬太福音十一16；十二39、41、42、45；

二十三36；馬可福音八38；路加福音十一50－51；十七25。

h.	這些經文全都指出：這一世代的猶太人生活在救贖歷史的決定性時刻；

在當時，上帝來到了祂百姓當中。

i.	除了在橄欖山聖訓中使用「世代」一詞以外，新約聖經另有三十八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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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這個詞，而且都是指當時在世的當代人群體而說的。

j. 正因為如此，必須要有壓倒性的理由才能證明說該用詞有不同解讀方

式。

問題探討 

1. 馬可福音十三30的表面意思是什麼？

2. 許多學者以什麼方式解讀馬可福音十三32，使他們能夠避開這段經文的難解之

處？

3. 這種解讀有什麼問題？

4. 許多學者用什麼方式解讀馬太福音十六28，使他們能夠避開這段經文的難解之

處？

5. 這種解讀所涉及的問題是什麼？

6. 福音派學者為了避開「這世代」一詞的難解之處，最常採用的方式是什麼？

7. 芮德博對於「這世代」的解讀是什麼？

8.	芮德博這樣的解讀有什麼問題？

9. 「世代」一詞在新約聖經中其他地方的普通涵義是什麼？

問題討論 

1. 請使用字典，找出新約聖經中「世代」或「這世代」的所有用法。新約聖經中

對這個術語的使用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橄欖山聖訓？

2. 有幾種福音派的解讀方式可以被選擇來理解橄欖山聖訓中的「這世代」。哪一

種方式最符合上下文？為什麼？其他方式分別有哪些優缺點？

3. 如果橄欖山聖訓中的「這世代」一詞，與它在新約聖經中其他地方的意思是一

樣的，那這對橄欖山聖訓的解讀有什麼影響？這樣一來，該聖訓還有哪些部分

需要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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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末了

信息綜覽

A.	簡介

1.	問題：當耶穌說祂將在時代的末了降臨時，祂是指世界歷史的末了，還是更具體

地指猶太時代的末了？

B.	時代的末了

1. 在新英王欽定本聖經的馬太福音十三38－40節中，38節使用了「世界」一詞，而

39和40節則是使用「時代」。

2. 在英王欽定本聖經中，這三節經文都使用了「世界」一詞。

3. 在希臘文經文中，第38節的用詞是kosmos，通常譯為「世界」，而希臘文第39和

40節中的詞是aion，意思是「時代」或「紀元」。

4. 馬太福音十三38－40指的是某個重要時期的結束，而關鍵的問題是：這是指哪個

時期？

C.	外邦人的日期

1.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對橄欖山聖訓的描述，包含了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所沒有的細

節。

2.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細節，就是「外邦人的日期（路二十一20－24）」。

3. 我們可以推測，所謂「外邦人的日期」是與「猶太人的日期」相區別的。

4. 末世預言完全實現論者（full	preterists，以下簡稱完全實現論者）認為新約聖

經所有的預言（包括基督的最終降臨、所有人的身體復活和所有人的最終審判）

都已經實現了。

5. 完全實現論者認為「外邦人的日期」大約是在西元六十九年到西元七十年之間
的一個短暫時期。

6. 這個立場的問題在於「直到」一詞；該用詞指的是一個終點，也就是外邦人時代

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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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西元七十年，一個歷史時期開始了。
a. 耶路撒冷被毀。

b. 聖殿被毀。

c. 猶太人被趕散了。

d. 但這個時期在歷史上會有一個終點。

8.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國的成立，以及一九六七年猶太人收復部分的耶路撒冷；這

兩件事所引發的末世猜測，可能比歷史上任何其他事件都多。

D.	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1. 在羅馬書十一章當中，保羅揭示說上帝並沒有放棄以色列人這個民族。

2. 將來，上帝會對猶太人採取救贖性的歷史行動。

3. 猶太人還沒有完全統治耶路撒冷（例如圓頂清真寺）。

E.	新約聖經中提到末世的即將到來的經文：

1. 馬太福音十23；二十六64；羅馬書十三11－12；哥林多前書七29－31；十11；腓立

比書四5；雅各書五8－9；彼得前書四7；約翰壹書二18；啟示錄一1、3；三11；二

十二6－7。

F.	結論

1. 這些經文和其他經文中提到的「基督再來」並不是指基督最終的降臨，而是指基

督對以色列人的審判。

問題探討 

1.	英王欽定本和新英王欽定本對於馬太福音十三38－40的翻譯有什麼不同？

2.	哪一個譯本更能確實反映希臘文（原文）的經文？

3.	路加福音對橄欖山聖訓的記載，揭示了哪些重要的細節，是馬太或馬可福音所

沒有提到的？

4.	路加福音二十一20－24如何暗示一個特定的「猶太人時代」的存在？

5.	完全實現論者如何解讀路加福音二十一20－24？

6.	為什麼完全實現論者對於路加福音二十一20－24的解讀是有問題的？

7.	「直到」一詞在這段經文中的意義是什麼？

8.	二十世紀有哪兩個事件比歷史上任何其他事件引起的末世論猜測更多？

9.	除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還有哪些新約經文提到外邦人的時代與猶太人的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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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舉出新約聖經中一些關於末日臨近的經文。

問題討論 

1. 根據完全實現論者的說法，外邦人的時代在西元七十年結束。為什麼這種解
讀在解經和歷史方面都不可能合理？請說明。

2. 聖經學者對羅馬書十一章有哪些可能的解讀？每個立場的優缺點是什麼？你認

為哪一種立場在解經上是最合理的？為什麼？

3. 請閱讀新約聖經中提到末日臨近的經文。對於這些經文，常見的解釋的有哪些

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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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毀滅

信息綜覽

A.	簡介	──	約瑟夫（Josephus）

1. 雖然在聖經中沒有關於耶路撒冷被毀的記載，但我們有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所寫

的一份引人入勝的目擊記錄。

2. 在十九世紀，約瑟夫的可靠性受到批判者的攻擊；他們指責他誇大其詞，自吹自

擂。

B.	耶路撒冷的毀滅

1. 當羅馬將軍維斯帕先（Vespasian）入侵巴勒斯坦地區時，耶路撒冷的末日就開始

了。

2. 羅馬軍隊在前往討伐耶路撒冷的路上，有計劃地入侵了一個又一個城鎮。

3. 西元六十八年，尼祿皇帝去世，羅馬帝國陷入了巨大的衝突之中，甚至內戰四
起。

4. 在尼祿之後，這幾位皇帝相繼繼位：加爾巴（Galba）、奧托（Otho），以及維特

裡烏斯（Vitellius）［舊譯：迦爾巴、鄂圖、維特利］。

5. 維特裡烏斯沒有得到軍方的支持；軍方後來請維斯帕先回來當皇帝。

6. 維斯帕先在位時（西元六十九－七十年），給帝國帶來了相當程度的穩定。
7. 當維斯帕先離開戰場時，他把入侵的領導權交給了他的兒子提多（Titus）。

8.	最早的重大衝突之一就是約特派特之戰。約特派特是由約瑟夫管轄的城市。

9. 在這場戰役中，有四萬多猶太人被屠殺，但羅馬軍隊放了約瑟夫一條生路，將他

俘虜。

10.	羅馬人在圍攻耶路撒冷期間，利用約瑟夫作為談判者和調解人。

11. 約瑟夫試圖說服城中的領袖投降，同時也試圖說服羅馬軍隊放過這座城市和聖

殿。

C.	約瑟夫對圍城事件之描述的重要層面

1. 和耶穌一樣，約瑟夫也描述說那一代的猶太人邪惡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 約瑟夫描述了羅馬軍隊使用器械將巨型白色石塊拋向耶路撒冷的城牆。

a. 他用「冰雹」一詞來形容這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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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為一種警告，城牆上的哨兵會喊說：「石頭來了！」

c. 一些翻譯表明，猶太人開始將這個警告方式改成說：「人子來了！」作

為對基督徒的嘲諷。

3. 約瑟夫還描述說當時發生了一場嚴重的饑荒，導致了許多暴行，包括吃人。

4. 天上的徵兆

a. 哈雷彗星出現在西元六十六年。
b. 約瑟夫描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人們看到有戰車和軍隊出現在城市

周圍的煙霧中。

c. 約瑟夫告訴我們說在這個事件當中，祭司們聽到有眾多的呼喊聲喊著

說：「我們離開這裡吧。」

5. 根據約瑟夫的說法，耶路撒冷的毀滅是上帝報應自己百姓的作為。

問題探討 

1. 哪一位猶太歷史學家為我們提供了耶路撒冷被毀的詳細目擊報導？

2. 最初入侵巴勒斯坦地區的羅馬將軍叫什麼名字？

3. 尼祿的自殺給羅馬帝國帶來了什麼後果？

4. 尼祿之後接連出現的三位皇帝是誰？

5. 誰的統治終於給羅馬帝國帶來了一些穩定？

6. 維斯帕先回到羅馬後，讓誰接手負責入侵巴勒斯坦地區？

7. 約瑟夫在什麼戰役中被俘？

8.	在羅馬軍隊圍攻耶路撒冷期間，他們使用約瑟夫去做什麼事？

9. 約瑟夫提到說羅馬軍隊在進攻耶路撒冷時使用了投石機，並描述石塊飛向城牆

的情況。他的描述提及了什麼有意義的事？

10.	根據約瑟夫的描述，在圍城期間，天空中出現了哪些徵兆？

問題討論 

1. 約瑟夫對耶路撒冷被毀滅的報導並不是聖靈默示的，因此，對於我們對聖經預

言的理解，他的報導具有怎樣的重要性？請說明。

2. 請閱讀約瑟夫的《猶太戰史》中部分的內容。請討論它們與新約中關於耶路撒冷

被毀滅之預言的相似之處，或不相似之處。

3. 約瑟夫提到說耶路撒冷周圍的煙霧中出現了軍隊和戰車。你相信這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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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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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信息綜覽

A.	簡介	──	啟示錄

B.	啟示錄是在何時寫成的？

1. 一個被福音派教徒廣泛忽視且非常緊迫的問題，就是啟示錄是在何時寫成的。

2. 大多數人的看法是：啟示錄寫於九十年代，也就是圖密善（Domitian）執政的那

十年間，遠在耶路撒冷被毀之後。

3. 但如果它是在西元七十年之前寫的呢？
a. 這個事實將有助於解釋啟示錄中那些即時性的用詞。

b. 有些學者認為它是在西元七十年之前寫成的，因為它具體地提到了與
耶路撒冷被毀的相關事件。

C.	啟示錄的成書年代

1. 外證	──	來自非聖經作者的證據。

a. 在認為啟示錄是在耶路撒冷淪陷後才寫成的觀點當中，最有力一個觀點

是在教父愛任紐（約130－202）的著作中發現的。

b. 關於看到這末日異象的人，愛任紐寫道：「這並不是在很久以前看到

的，而是幾乎在我們這個時代，距離圖密善執政的晚期不遠。」

c. 這裡有個文法上的疑問，與「這」一詞有關；在距離圖密善執政的晚期

不遠之時，所看到的究竟是什麼？

i.	可能是指約翰所見到的異象。

ii.	也可能是指約翰本人。

d. 關於愛任紐的聲明，還有其他相關事實

i.	他也提到說啟示錄的「古代副本」，這樣的用詞似乎表示說啟示錄中的

異象並不是在他生活的年代附近發生的。

ii.	他主張說使徒帶給我們的聖經啟示，全都在尼祿皇帝執政期間停止了。

2.	內證	──	在聖經中找到的證據。

a. 時間範圍的提及	──	啟示錄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時間範圍，表明所預言

的事件是即將發生的（參啟一1、3；三11；二十二6－7、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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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書中許多象徵性的用詞都跟聖殿有關，也沒有暗示說聖殿已經不存在

了。

c. 啟示錄十七章是確定啟示錄成書年代的關鍵內容。

i.	文中提到了七位君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

ii.	這帶來了兩個問題：

1.	七座山上的城是什麼？在古代，羅馬被稱為七丘之城。

2.	七個王是指羅馬皇帝嗎？猶太人曾稱凱撒為王（約十九15）。

iii.	 啟示錄寫于第六位王在位的期間。

iv.	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凱撒大帝並沒有正式獲得皇帝的稱號。

v.	第一個正式獲得這個稱號的是凱撒奧古斯都。

vi.	但在古羅馬的名單中，尤利烏斯被列為第一位皇帝。

vii.	 根據這份名單，羅馬皇帝的順序是： 

尤利烏斯凱撒（西元前49－44）；奧古斯都（西元前31－14）；提庇
留（西元前14－西元37）；卡利古拉（西元37－41）；克勞狄烏斯（
西元41－54）；尼祿（西元54－68年）；加爾巴（西元68－69）；奧
托（西元69）；維特裡烏斯（西元69）；維斯帕先（西元69－79）。

viii.	 若從尤利烏斯凱撒開始算起，那麼第六位王就是尼祿。

問題探討 

1. 在試著正確解讀啟示錄時，最常被忽視、但又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2. 關於啟示錄的寫作日期，大多數人的立場是什麼？

3. 外證和內證的區別是什麼？

4. 關於「啟示錄的成書晚於耶路撒冷被毀」此一觀點，最有力的外證是什麼？

5. 愛任紐的那段話涉及了什麼重要的文法問題？

6. 啟示錄中有哪些關於時間範圍的說法，意味著說該書是在耶路撒冷被毀之前寫

成的？

7. 整個啟示錄中都有關於聖殿的象徵，這意義是什麼？

8.	啟示錄的哪一章對於確認本書的成書年代特別重要？

9. 古代世界中哪座城市被稱為七丘之城？

10.	羅馬帝國的前六位「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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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如果啟示錄是在西元七十年之前寫的，這個事實會如何影響你對這卷書的解
讀？請解釋。

2. 請討論有關啟示錄成書年代的外證。你認為這些證據應該有多大的份量？為什

麼？

3. 請討論啟示錄成書年代的內證，特別是第十七章的證據。這個證據應該有多大

的分量？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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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基督

信息綜覽

A.	簡介	──	敵基督的身分

B.	有幾個重要的問題與敵基督的身份有關：

1. 敵基督是一個，還是好幾個？

2. 敵基督是人，還是組織？

3. 敵基督、不法之人和獸是同一個人或事物，還是不同的人或事物？

C.	敵基督

1. 約翰壹書二18及其後幾節	──	在這段經文中，約翰提到敵基督（複數），並認

定他們是那些背離信仰的人。

2. 約翰壹書四1及其後幾節	──	約翰在這裡提到一些對第一世紀教會而言有著當前

之危險性的事情。

3. 希臘文中的「敵」字有兩種可能的意思：

a. 它通常的意思是「敵對」。

b. 有時候也有「取代」的意思。

4. 所以，「敵基督」一詞的意思就是指敵對基督的人，或是冒充基督的人，或者既

敵對又冒充基督的人。

D.	不法之人

1. 帖撒羅尼迦後書二3－11	──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告訴教會說：主再臨的日子，會

在這兩件事之後才來到：

a. 離道反教的事。

b. 不法之人顯露出來。

2. 根據華菲德（B.B.	Warfield）的說法，這段經文所說的「離道反教的事」，指的

是猶太人在第一世紀的離道反教。

3. 對於這位不法之人，保羅有稍微詳細一點的描述。

a. 他反對上帝。

b. 他高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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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他坐在聖殿裡。如果這節經文照字義解讀，那麼就有這兩種可能：

i.	這件事必須發生在希律所建的聖殿仍然存在的時候。

ii.	聖殿在被毀之後又重建了。

d. 那神祕的不法者已經開始工作（帖後二7，現代中文譯本）。

e.	這位不法之人現在是被攔阻的。

f.	他的到來，是照著撒但的行動（帖後二9，新譯本）。

4.	教會歷史上，大多數學者認為這個敵基督、不法之人和獸全都是指同一個人或事

物。

問題探討 

1. 在討論敵基督時，所帶來出的三個重要問題是什麼？

2. 約翰壹書二18及其後幾節揭示了哪些關於敵基督的事？

3. 約翰壹書四1及其後幾節揭示了哪些關於敵基督的事？

4. 希臘文的「敵」字有哪兩種可能的涵義？

5. 「敵」通常的涵義是什麼？

6. 根據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在主再來的日子來臨之前，會先發生哪兩件事？

7. 華菲德認為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中提到的離道反教是指哪一件事？

8.	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對於不法之人的描述中，有哪些內容可以表明這些事是

在第一世紀應驗的？

9. 大多數學者認為敵基督、不法之人和獸是同一個人事物還是不同的人事物？

問題討論 

1. 許多福音派作者指出二十世紀的具體人物，認為他們可能就是聖經中所說的敵

基督。約翰壹書二18及其後幾節，和約翰壹書四1及其後幾節，是否支持這種猜

測？為什麼？

2. 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是聖經中最難解釋的一段經文之一。本章的哪些方面似乎

表明這些事要到未來才會應驗？又有哪些方面似乎表明這些事是在第一世紀應

驗的？有哪些可能的解釋？

3. 本信息中提出的證據，指出尼祿就是那位「不法之人」；請討論這個證據。你

覺得這個證據有說服力嗎？請解釋。



27

10

獸

信息綜覽

A.	簡介	──	啟示錄提到的獸

B.	啟示錄十三章	──	關於獸的異象

1. 從海中上來的獸（1節）。

2. 牠有十角七頭（1節）。

3. 牠的數字是六百六十六（18節）。

C.	獸的數字

1. 在教會歷史上，對於這個數字猜測不勝枚舉。

2. 有人說，這獸是個神職人員或某種宗教人士。

3. 在宗教改革期間，新教徒最常認為教皇就是這隻獸。

4. 其他人則認為這隻獸是極權主義領導人，例如史達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5. 鑒於在啟示錄中發現的許多關於時間範圍的提及，我們必須考慮這些預言其實是

在第一世紀實現的可能性。

D.	尼祿

1. 在尼祿的統治下，對基督徒的迫害開始大規模、有計劃地進行。

2. 就連異教徒也認為沒有人比尼祿更加邪惡。

a. 他過著暴力和放蕩的生活。

b. 他謀殺了他的家人。

c. 他閹割並「娶」了一個小男孩。

d. 他殘忍地殺害了自己懷孕的妻子，將她踢死。

e.	他設計了一種遊戲，在遊戲中，他把男男女女綁在木樁上，自己則是穿

是獸皮，跑去攻擊他們的生殖器。

f.	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談到了他「殘忍的本性」。

g.	普林尼（Pliny）稱他為「人類的毀滅者」和「世界的毒藥」。

h.	尤維納利斯（Juvenal）稱他為「殘忍又血腥的暴君」。

i.	阿波羅尼奧斯（Appolonius）為後人記錄了這樣一個事實：人民最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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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祿為「獸」。

3. 獸的數字指向了尼祿。

a. 在大多數手稿中，獸的數字記錄為六百六十六；不過在少數變體手稿

中，獸的數字記錄為六百一十六。

b. 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文都有使用字母作為數位的系統。

c. 尼祿的名字翻譯成希伯來文就是Nrwn	Qsr，加起來就是六百六十六。

d. 格外引人注意的是，尼祿的名字翻譯為希臘文之後，（正如啟十三18所

寫的）在數字上就是六百一十六。

e.	麥子格（舊譯梅茨格，Bruce	Metzger），二十世紀最優秀的文本鑑別學

者之一，認為這個變體是故意插入的，以便讓講希臘文的讀者可以辨別

這獸的身份。

4. 在尼祿統治期間，強制的皇帝崇拜迅速興起。

問題探討 

1. 在啟示錄的哪一章當中，我們看到約翰對這獸的描述？

2. 約翰是如何描述這獸的？

3. 有哪些人曾經被認為是啟示錄第十三章當中的獸？

4. 在宗教改革時期，新教徒最常把誰當作是這獸？

5. 在第一世紀的人當中，誰最有可能是這獸？

6. 羅馬人是在何時對教會開始展開大規模且系統性的迫害的？

7. 在尼祿統治期間，教會有哪兩位偉大聖徒被處死？

8.	歷史上記載了尼祿的哪些行為，揭示了他的極端邪惡？

9. 有什麼證據表明獸的數字是指向尼祿的？

問題討論 

1. 請閱讀啟示錄十三章。約翰揭示了從海裡出來的獸的什麼特徵？今天教會中對

這段經文有哪些比較流行的解釋？這些解釋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

2.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許多自認預言家的作者一直在猜測獸的數字是什麼。請閱

讀出埃及記十三章，特別是第9節，並與啟示錄十三16進行比較。出埃及記的經

文對啟示錄的經文有何啟示？

3. 關於尼祿是啟示錄第十三章當中提到的「獸」，此一論點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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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升天

信息綜覽

A.	簡介

B.	兩種末世預言實現論者（Preterists）

1. 末世預言完全實現論者（Full	preterists，以下簡稱完全實現論者）	──	認

為聖經所有的預言（包括第二次降臨、死人復活和最終審判）都在第一世紀發生

了。

2. 末世預言部分實現論者（Partial	preterists，以下簡稱部分實現論者）	
──	認為西元七十年耶路撒冷的毀滅雖然是基督在審判中的再臨，但並不是
基督在整個人類歷史結尾的最終降臨。

C.	逝者的復活	──	哥林多前書十五50－58

1. 在緊鄰的前文中，保羅提到說信徒復活後的身體會跟耶穌復活後的身體相似。

2. 在使徒信經中，我們肯定了我們對身體復活的信仰	──	不是基督的身體，而是

我們的身體。

3. 完全實現論者認為，這種復活已經發生了。

4. 完全實現論者咬定這段經文中的「我們」一詞，並堅持認為這件事一定是在保羅

還在世的時候發生的。

5. 高等批判學者對於文中的「我們」一詞也採取了同樣的結論。

6. 保羅其實是對當時和之後的基督徒群體說的，而且無論何時復活，保羅都是「我

們」的一部分。

7. 完全實現論者的推論是可能的，但並不是必然的。

8.	完全實現論者認為這個預言在屬靈的意義上已經於西元七十年實現了，但這種
觀點在討論肉體復活這種實質的議題時是有問題的。

9. 這種立場被指控為一種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因為它否認復活的實體性

質。

D.	被提升天	──	帖撒羅尼迦前書四13－18

1. 保羅在該書中正在解決早期教會所關心的一個重要議題	──	已死了的信徒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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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什麼樣的結局。

2. 完全實現論者認為：這是一個秘密的、屬靈的、看不見的被提。

3. 完全實現論者的解讀涉及了對經文用詞的嚴重扭曲。

4. 未來主義者，特別是時代論者（dispensationalists），認為被提會發生在未來

的七年大災難之前。

5. 然而，經文中呈現的畫面是：基督將在榮耀中歸來，並與基督徒相遇。

6. 這與當代羅馬人的做法相呼應。

7. 當羅馬軍隊從戰場上得勝歸來時，他們會在羅馬城外紮營，同時城內的羅馬市民

會在城中進行準備。然後號角吹響，這時軍隊會開始向城內行軍，所有的市民都

被邀請出去迎接軍隊，加入回城的行列。

問題探討 

1. 末世預言完全實現論者是什麼？

2. 末世預言部分實現論者是什麼？

3. 這兩個立場之間最重大的差異是什麼？

4. 為了證明大復活發生在第一世紀，完全實現論者咬定哥林多前書十五50－58的

哪一個部分？

5. 完全實現論者是如何理解這個預言已經應驗的？

6. 這種解讀，最重大的毛病是什麼？

7. 完全實現論者如何解讀帖撒羅尼迦前書四13及其後幾節有關被提升天的經文？

8.	時代論者如何解讀帖撒羅尼迦前書四13及其後幾節經文的時間點？

9. 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當中，保羅使用當代、第一世紀的什麼畫面來做比喻？

問題討論 

1. 請閱讀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全部內容。根據保羅在這裡所寫的內容，為什麼完

全實現論的立場有這麼大的毛病？完全實現論的解讀，在解經上有什麼弱點？

請解釋。

2. 時代論者引用帖撒羅尼迦前書四13－18作為證明災前被提之教義的主要經文。

這段經文是否提到了大災難？這個事實對於解讀這段經文有什麼重要意義？

3. 請描述羅馬軍隊從戰場上凱旋而歸的做法。這個比喻在哪些方面影響了保羅用

來描述被提升天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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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

信息綜覽

A.	簡介

B.	啟示錄二十	──	請描述撒旦被綑綁、基督與聖徒一起作王的一個過渡期。

C.	無千禧年論

1.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沒有千禧年」。

2. 千禧年並不是字面上的一千年，而是象徵著教會的歷史。

3. 教會的時代是天國的時代，始於基督的第一次降臨。

4. 天國已經開始了。

5. 基督徒群體在彰顯天國的同時，將對文化和人類的處境產生持續的正面影響。

6. 加爾文認為：教會的最高任務就是為基督無形的統治作見證，使人看見這無形的

天國。

7. 在末世，將會有離道反教的事，以及一個充滿大苦難的時期，也就是大災難（the	

Tribulation）；在這個時期裡，敵基督會顯現出來。

8.	在這個時期結束時，基督將會回來，使這一切有個圓滿的結局。

D.	時代論的前千禧年論（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

1. 目前的時代就是教會時代，也就是舊約時代與將來千禧年國度降臨之間的一段時

期。

2. 天國的降臨完全是未來的事。

3. 救贖歷史上存在著兩套不同的救贖計劃	──	一套是針對教會的，一套是針對以

色列的。

4. 在千禧年中，以色列人將會將會重建聖殿，恢復獻祭制度。

5. 教會並不是新以色列，也沒有應驗舊約聖經的預言。

6. 在被提升天之後，將會有個長達七年的大災難發生；這個大災難將在基督的再臨

以及千年國度建立的時候結束。

7. 在這個千年國度結束時，撒旦將面臨最終的戰敗，以及終極、永恆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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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後千禧年論

1. 教會就是新以色列。

2. 天國是一個屬靈救贖的國度。

3. 後千禧年論對於教會對社會的影響力抱持著最樂觀的立場。

4. 耶穌將在一千年的大福之期結束時回來。

5. 對於大多數後千禧年主義者來說，這個一千年還沒有開始。

F.	歷史性的前千禧年論（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

1. 新約時代的教會是基督國度的初始階段。

2. 新約時代的教會偶爾會贏得勝利，但最終將會失敗，並且變得腐敗、離道反教。

3. 教會將經歷大災難，而在大災難結束時，基督將回來建立一個千年的地上王國。

4. 千禧年結束時，撒旦將被釋放，並將領導反叛基督的勢力。

5. 上帝將介入並審判撒旦；接著，最終的復活和審判將會發生。

問題探討 

1. 新約聖經中唯一明確提到千年的經文是哪一段？

2. 無千禧年論者認為千年代表的是什麼時期？

3. 加爾文認為教會的最高任務是什麼？

4. 無千禧年論者認為天國是在什麼時候建立的？

5. 時代論者如何理解教會時代與千禧年國度之間的關係？

6. 時代論者如何理解以色列和教會之間的關係？

7. 後千禧年論最顯著的特點是什麼？

8.	歷史性的前千禧年論和時代論的前千禧年論最顯著的區別是什麼？

9. 歷史性的前千禧年論者如何理解教會時代與千禧年國度之間的關係？

10.	大多數部分實現論者的千禧年論立場是什麼？

問題討論 

1. 請描述無千禧年論的基本教導。這個立場的具體優缺點是什麼？

2. 請描述時代論的前千禧年論的基本教導。這個立場的具體優缺點是什麼？

3. 請描述後千禧年論的基本教導。這個立場的優缺點是什麼？

4. 請描述歷史性的前千禧年論的基本教導。這個立場的優缺點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