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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啟示錄 20:4 節：「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

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

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引言：末世是否會有災難 

這一講乃與基督論有關的最後一句，也就是基督的再來，即神學上的「末世論」。末世

論中，又以「千禧年論」在歷史中最引發討論，這主要是受了時代主義的影響。在主題

講解之前，我們先思想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基督徒與教會是否會經過大災難？以下的

二段經文應該可以提供我們答案： 

馬可福音 13：19 節：「因為在那些日子必有災難，自從神創造萬物直到如今，並沒有這

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馬太福音 24 章 21-22 節：「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

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

那日子必減少了。」 

這二段經文使我們看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確實會有空前絕後的大災難，但是，主也親

自告訴我們，為了選民的緣故，上帝會使災難的期間縮短，而不會讓基督徒受不了。所

以，聖經很清楚的提醒我們，教會和基督徒在末世都會經歷極大的苦難。有一些人認為

在末世時選民不會遇到大災難，但這種論點只是根據舊約一些間接經文的推論，而不是

這兩段經文直接清楚的啟示。可惜地是，現今一些受時代主義影響的教會，卻有許多門

徒相信在末世不會經過大災難，這種樂觀的推論，雖然與人的軟弱或期待相符合，但是

卻不是聖經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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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禧年： 

我們來查考聖經二處有關「禧年」的經文，這二處經文分別在利未記 25 章和以賽亞書

61 章所預表的耶穌基督，且在路加福音 4 章中被應驗。我們先各別講解，再進入千禧年

論與末世的關連。 

利未記 25 章中的禧年 

舊約利未記 25 章提到「禧年」一詞最重要意義就是「休養」與「安息」。我們分別從土

地耕種與休息、土地的賣出與歸回、弟兄窮乏的幫補與奴僕的得自由這三方面來理解神

設立「禧年」的意義。  

1、讓土地休耕與休息（參利未記 25:1-22）： 

神在這段經文教導以色列民對土地耕種的原則是：六年耕種，第七年要讓土地休耕得以

休息。然後，每七個七年，也就是 49 年後，在第 50 年要被稱為「禧年」。這一年土地

也不得耕種，所以土地在第 49 與 50 年這兩年都有充份的休息。 

為什麼土地需要休息呢？因為可以讓土地自行回復生機，而不是像今天用許多的化學肥

料來強迫土地生長。用化學肥料施肥所收成的菜蔬並不天然，對人類身體的副作用並不

亞於其他的合成製品，或摻雜人工添加劑的食品。所以，聖經在這裡對農業與土地利用

的教導是非常正確的。 

2、土地是神賜的產業，不可永賣（參利未記 25:23-31）： 

聖經對土地的觀點認為，耶和華神所賜的產業不可以永賣。但是若土地的所有人遇到緊

急危難，需要資金周轉時，他可以將土地暫時賣給他人取得資金，但是在第五十年，也

就是「禧年」，土地需要歸還給原來的所有者。 

這種強制性的將土地歸還原主人是否公平？其實，聖經對土地的價格有合理的規定，因

為衡量土地價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它的農作物產值。雖然，每一塊土地的肥沃或貧瘠程

度不同，卻可以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即一塊土地的產值越高，它可以賣出的價格就越高。

但是，土地的價格卻也因著「禧年」的強制歸回而有上限，也就是，越靠近禧年的土地，

它的價格就會越低。這樣透過「產值」與「距離禧年的剩餘年數」兩者的估計，可以決

定一塊土地在每 50 年之間，也就是一個禧年的周期中，可以換取之資金的價值。 

聖經對土地在禧年的回歸，一方面是限制了有錢人藉由壟斷土地而擴大貧富差距；另一

方面，因著土地在禧年的重新歸回，使原先因著某些原因需要將土地售出的貧窮家庭得

以以喘息，不致於永遠不能翻身。相較於現今土地雖然可以自由的移轉，卻被少數財團

壟斷，而使房地產價格不易回跌。聖經的作法乃真正合乎社會公義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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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弟兄窮乏得幫補、奴隸自由得釋放（參利未記 25:39-55 節）： 

有一些弟兄可能臨時遇到一些急難，或是其他因素而導致窮乏，最後不得不成為別人的

奴僕，在主人的家中暫時得著居住和溫飽。但是，這樣的身份並不是永遠不能翻身，因

為神吩咐在第五十年，也就是「禧年」時，主人必須讓這些奴僕得著自由，可以選擇自

由的離去。當然，若這些僕人認為這家的主人善待他們，奴僕也可以自願選擇留下，終

身服侍他的主人，這在舊約的申命記 15 章和出埃記及 21 章都有相關的記載（見申命記

15 章 17 節，出埃及記 21 章 6 節）。 

所以在利未記這段經文中，我們看到神設立禧年的心意，就是使生活可以獲得改善，地

土得以休養，奴役得以自由，但是這些仍算是外在的祝福。至於關於人類心靈貧乏的醫

治，就需要看下一段有關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禧年觀。 

以賽亞書預表耶穌基督所帶來的禧年 

以賽亞書 61 章 1-4 節說：「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

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

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

榮耀。他們必修造已久的荒場，建立先前淒涼之處，重修歷代荒涼之城。」 

當耶穌開始傳講天國的福音時，在路加福音4章16-22節記載著一段他在會堂中的宣講：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

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並且當耶穌讀完

後接著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這禧年正是以賽亞書 61 章中的恩年，因為

路加福音這段宣告中多數提及耶穌事工的經文是出於以賽亞書 61 章。 

耶穌在這裡說的「應驗」並不是利末記所記載的禧年所帶來外在祝福的果效，而應該是

藉由以賽亞書的預言，將外在的祝福轉變成內在的祝福。許多人的一生或有貧窮、或壓

制而被擄，或瞎眼，則是對世人內心貧乏的描繪，但是這些都因著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而帶來真正能夠解決的可能。他來到這世界就是要讓我們得釋放、自由和看見。 

人類的科學雖然看似發達，累積至今的知識也算豐富，但是我們對很多事情仍然是近乎

無知的。對於人生，人類能掌握的就更少了。誰能斷言明天一定會如何呢？人生有太多

事情無法掌握了。而耶穌在這裏告訴我們的是，只要相信他，我們便可以從壓制中得著

自由，也可以從茫然無知中望向前方。雖然，我們自己不知道明天會如何，但主耶穌知

道，他能引導我們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中，不再受綑綁。 

聖經告訴我們，世人所受的最大綑綁是罪惡，當我們信靠耶穌，耶穌不但赦免我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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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靠著主的靈，也就是聖靈，我們更可以勝過罪惡與老我。耶穌在新約所象徵的是內

在的禧年，使我們的內心被更新，成為新造的人，我們的罪愆也不再被紀念了。 

啟示錄中與末世論有關的千禧年 

啟示錄 20 章 1-6 節說：「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

鍊子。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裡，

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

放他。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

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

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這是頭一次的

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

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 

這一段經文是使徒約翰所記載關於末世時，基督得勝撒但的異象。這裏的屬靈意義不難

理解，就是撒但會被綑綁一千年，並且有兩種人可以跟基督一同作王，分別是為神之道

被斬者的靈魂（第 4 節）和頭一次復活有分的（第 6 節）。前者我們可以理解為殉道者，

後者我們可以理解為得勝者，這兩種人都是不與罪惡妥協，不與獸為伍而忠於基督的門

徒。 

這段經文中看似有提及二次「一千年」，也有提及末世的死與復活，但是受了時代主義

的影響，神學上卻發展出 4 種千禧年的觀點，我們整理成以下的表格簡述如下： 

四種年禧年神學觀點、與比較接近聖經教導的觀點見第三種千禧年觀）。： 

千禧年觀點 強調的重點觀念 支持對應的經文 

1、歷史的千禧年前派 耶穌在末世再臨，並與聖徒作王一千年 啟示錄 20 章 4 節 

2、時代主義的千禧年

前派 

2-1、與第 1 種觀點相似   

2-2、著重於舊約字面經文的應驗，也就是與

基督一同作王的乃是以色列百姓 

啟示錄 21 章 1-2 節，

馬太福音 19 章 28 節 

2-3、主張聖徒與教會不會遭遇大災難，會先

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新約並無明顯經文支

持 

3、非千禧年派 3-1、認為現在就是千禧年(但並不一是按字

面解讀成剛好一千年) 
路加福音 4 章 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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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觀點，歷代正

統神學家的立場) 
3-2、這世代信靠基督的門徒就是為主作見

證，並要再末世與基督一同作王的人 
  

4、後千禧年派 

4-1、樂觀的認為這個世界會被福音改變，直

接變成神的國度 
  

4-2、當這世代高度基督教化後，就是千禧

年，而基督就在不久後降臨作王 
  

 

第一和第二種論點很相近，主要差異在於是否將舊約的一些經文用以解釋啟示錄 20 章

「與基督一同作王」，而第四個論點因為對人性過於樂觀，而與現在實際的現象脫節太

大，不太可能是合理的解釋。 

而我們比較認同的是第三種的千禧年觀點，認為「現在就是千禧年」，雖然很多人質疑

現在並不像是由基督作王的世代，但是聖經教導的重點在於「相信耶穌，真正重生得救

的人，就已經進入了神的國」，不必然要等同地上的政權。 

啟示錄 20 章 4-6 節是指著這些屬基督的人，特別是寧可死也不否認基督的殉道者，和

忠於基督不跟魔鬼妥協的得勝者，這兩種人就是在「現在」拓展神的國，讓這福音傳遍

天下，傳給萬族，傳到地極。當耶穌再來的時候，就是真正的末世結束，並且藉由審判

實現完全的公義。而這在歷史中主要的神學家都採用的觀點，而第二種時代主義千禧年

前派則是近代開始受到比較多學者的支持與推廣。 

在第 15 講的第一段我們提及關於啟示錄 18-22 章的解經原則，因為多是異象的描寫，

是一種象徵性的文學，我們不宜採取字面的理解，而是用聖經的總原則來了解其中屬靈

的意義即可。既然在路加福音中耶穌宣告「禧年」因著道成肉身已經開展了，基督徒在

這世上仍舊會有意外或苦難，但是這些都是短暫的。對已經得救的門徒而言，我們既然

已經是屬基督的，就已經進入了永恆的幸福。相較於其他的千禧年論中，都有一些聖經

解釋的矛盾，所以我們比較接受第三種千禧年觀。 

最後，當我們在理解末世論與千禧年論時，不是過份主張哪一種論點才是正確的，而是

在不清楚的字句中求神給我們足夠的屬靈原則。如第二段中啟示錄第20章經文的勸勉，

我們應當靠著基督至少成為得勝者，而不是在這世界裡隨波逐流。我們要分辨真假，要

勝過魔鬼的欺騙，要過聖潔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忠心跟隨主耶穌基督，直到衪

再臨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