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示录 

启示录的基本信息： 

• 内容：一卷基督教的预言书，是启示文学，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作品，最后采

用了书信的形式，主要涉及神百姓的苦难（受苦）、对他们的救赎和神对罗马帝

国的愤怒（审判）。 

• 作者：一位名叫约翰的人（1:1,4,9)，受信人对他很熟悉，传统上认为是西庇太

的儿子使徒约翰（太10:2)。 

• 写作日期：公元95年左右（根据爱任纽的记载［约公元180 年］）。 

• 受信人：罗马亚细亚行省的各个教会，这些教会对信仰的忠诚度不一，内部也

比较软弱。 

• 致信原因：早期的基督徒拒绝参加对皇帝（被拥戴为“主”和“救主”)的敬拜，

这使得他们与政府常常处在冲突之中；约翰得到启示，预见到情况在好转之前

还会更加恶劣，而教会对即将发生的事准备非常不足，所以他写这卷书信警告

并鼓励他们，并宣告了神对罗马的审判。 

• 重点：虽然表面看来并非如此，但实际上神完全掌管着人类的历史；虽然神的

百姓当前注定要受苦，但是神的救恩属于他们；神的审判会临到那些迫害教会

的人身上；最后（启21-22章）神会复兴起初所失落或被扭曲的一切（创1-3

章）。 

 
 

《启示录》概要      

         皇帝崇拜在亚西亚省非常盛行，胜过在罗马帝国其他各处。到第一世纪末期，

教会虽然软弱，却要与辉煌不可一世的政府对决。约翰在灵里看到安提帕殉道（2:13)，

自己被放逐（1: 9)，知道这些不过预示了大灾难即将来临，这是罗马政府在灭亡之前

将要发泄在教会身上的（见1:9；2:10；3:10；6:9-11；7:14；12:11, 17)。 

        作为一位先知，约翰在圣战——创造宇宙的神与撒旦之间最后的战争（12:1-

9)——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看待这一冲突。 在这场战争中，神为他的百姓赢得了永远

的救赎。百姓当前的任务就是“胜过他［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

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12:11)。因为神已经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弥赛亚

被提到神宝座那里，12:5)打败了龙，所以他将审判罗马政府与他百姓为敌的罪行。 



        这卷书以多种方式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些主题。前面的部分（1-6章）为剧情的

展开作了铺垫，从异象中见到复活的基督开始，他手里拿着开启后面一切的钥匙，而

书信则描述了各个教会的强项和弱项（2-3章）。接下来是在宝座上的创造主神和救赎

的羔羊的异象（4-5章），所有的智慧、荣耀、能力单单归于祂，在祂面前，天地都要

屈身敬拜。约翰在那里因为书卷的印（其中充满了神公平和公义的审判）找不到揭开

的人而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5:5；创49:9-10)，“大卫

的根＂（赛11:1-2,10)，他已“得胜“，但是约翰只看见神被杀的恙羊（与出埃及记

的逾越节相呼应），他将百姓从列国救了出来。这位征服者揭开了七印（启6章），使

剧情得以展开，这可以说是后面内容（征服、战争、饥荒、死亡［第四印］——接着

是许多人殉道［第五印］，神以审判作为回应［第六印］）的“序曲”（提到了所有

的主题）。特别重要的是，从这里开始的叙述中，基督在最后一场战役之外(19:11-

21)，只作为被杀的羔羊出现；这也是预期跟随他的人将要得胜的方式(12:11)。 

         中间插入的两个异象（7章）——关于那些受了“印”免受审判的人，以作战的

方阵表现了他们在圣战中的角色，他们最后也得到了救赎——接下来是第七印，揭开

之后，展开了七个号的异象（8-9章）。 这些“审判”与埃及之灾相呼应，也正如那

些灾难一样，宣告了暂时（也是部分的）对现在法老的审判。但是他们正和埃及的法

老一样， 并没有因这些灾难心生悔改（9:20-21)。在第六次吹号和第七次吹号之间插

入的异象（10:1-11:14）号召教会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也要起来说预言并为基督做

见证，同时也宣告罗马帝国必然灭亡的命运，并以预见神和羔羊最终荣耀的统治结束

(11:15-19)。 

        其余的异象(12-22章）启示性地描述了罗马帝国最后的灭亡，并解释了灭亡的原

因。12-14章给出了苦难和审判的神学和历史原因。罗马帝国的灭亡本身以七碗的异

象予以描述（15-16章），与七号的异象相呼应——但是如今已经没有了悔改的机会。

整卷书接着以两个妇人为代表（代表［罗马］的淫妇和羔羊的新妇）的（最初）“两

个城的故事”结束。在这个故事中，代表与神和他的百姓为敌的城受到了审判(17-18

章）。这一切以神最终的拯救和审判以及新妇作为神的城——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

—最后的荣耀为背景(19-20章）。 

 

阅读启示录的具体建议 



         你会发现自己和当代的绝大多数基督徒一样，觉得启示录这卷书很难理解，我

们不晓得约翰表达的媒介——启示文学及其怪异的象征——这是这卷书难以理解的最

主要的原因。因此，除了这卷书的历史背景和约翰的整体构思（如上所述）之外，还

有两点将有助于你阅读这卷非凡的书卷：（1)约翰自已将这卷书称作“words   of this 

prophecy"（新国际版圣经；和合本译为“这书上预言的话”)（1:3)，你要认真对待；

（2)你要对启示性的象征作用的方式有一定的认识，即使其中的诸多细节仍然有些晦

涩难懂。 

         约翰将这卷书称为“这书上预言的话”，是有意要从几个方面效法旧约伟大的

先知：（1)他说话，知道自己是被圣灵所感(1:10；2:7）；（2)他将自己置于最近刚刚

发生的事件和不远的将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之间；（3）他将地上所有形式的拯救和审判

都放在神末世审判的背景之下，这样罗马帝国的灭亡就不被认为是末世本身，而是以

末世最后发生的事件为背景。(4)也是读好这卷书最重要的一点，约翰以旧约的应验来

认识这一切。这卷书中回应或暗指旧约的地方超过 250 处之多，因此在约翰的“故事”

中，每个重要的关头几乎无一例外都使用了旧约象征的语言。从对基督的描述(1:12-

18，由但 7:9;10：和结 43:2 等对基督的描述合成的一幅精彩的图像）开始，在启示录

5 章 5-6 节达到高潮，在这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创 49:9)，“大卫的根＂（赛

11: 1），变成了一只被杀的羔羊（源于逾越节和献祭的制度）。教会也被赋予以色列

语言中可能有的各种象征，从启示录 1 章 6 节开始，这里与出埃及记 19 章 6 节相呼

应；教会的罪以以色列的失败（巴兰／耶洗别）来表示，启示录 7 章中教会的救赎首

先表现为十二个支派的余民，接着又表现为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从而将列国都列在

其中。对罗马的审判也一样（如 14:8；18:1-24)，用先知审判巴比伦的语言表示（赛

13-14 章；21:1-10;47 章；耶 50-51 章），以至简单地将罗马称为“巴比伦”。旧约

应验的高潮在启示录 22 章 1-5 节，伊甸园得以恢复，咒诅也被完全除去。我们难以想

象，圣经故事还可能有比这更恰当的结束方式！ 

         关于约翰使用启示性的象征手法，你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启示性的象征手 

法主要是虚拟性的：如十角七头的兽；身披日头的妇人；（2)约翰自己解释了其中最

重要的象征（基督 1:17-18；教会 1:20；撒旦 12:9；罗马 17:9,18)，给我们提供了理

解其余内容的必要线索； (3)其中的一些象征很固定，是大家所熟悉的——从海中上

来的兽代表着一个（通常也是邪恶的）帝国；地震代表着神的审判，而其他的象征并

不固定，只是用来激发人的情感和想象；（4)你应当将异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



不是强调其中的所有细节，即细节不过是象征能够唤起人情感和想象的一部分，而异

象的整体才有意义。如果在阅读的过程中想着这些，就能够开始欣赏其中的一些宏伟

气势。 

 

       总结：很难想象圣经故事还可能有比启示录更有意义的结束方式。这里是故事最

终的结局，不仅在 22 章 1-5 节的异象中，伊甸园得以恢复，而且也是故事的高潮—

—神救赎了自己的百姓，他也审判了那些拒绝他的人。约翰以基督和他对神百姓的救

赎为中心，置于新约的背景之下，将旧约的所有主线串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