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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系統神學 第四十講 認識末世論（5/7） 
 

I. 耶穌再來與大災難  
A. 大災難（太 24:21-28） 

 是全世界性的大災難，還未來到 

B. 兩條線（終要匯合，在耶穌再來時） 

1. 以色列線，在暗中進行 

i. 本該首先得著福音，但只有少數人信主 

ii. 信主的人離開世界，猶太人越發剛硬，不肯接受耶穌基督是彌賽亞 

iii. 被拋棄在萬國，流離失所，受盡痛苦、災害、屠殺 

 但也有一班人（敬虔派）虔誠事奉耶和華，就影響了所在的國家，掌握著國家的

經濟財富，卻沒有像神教導亞伯拉罕的，讓他人也得福 

iv. 耶穌再來，全家悔改 

2. 教會線：在明處進行 

i. 以色列人拒絕，福音傳向外邦 

ii. 外邦的教會越來越多，成為教會時代，恩典時代 

iii. 教會顯明產生極大的見証，發出極大的光亮 

iv. 耶穌再來，教會被提 

C. 大災難的目的 

1. 最大目的是神要警告人，藉著災難叫人能認識神，能回到神的面前來 

 包括猶太人要經過大災難來認識神，認識主耶穌基督，接受他作彌賽亞 

 大災難不是為基督徒設立，乃是一種審判，藉著審判叫人認識神相信神，但審判中

有神的憐憫 

2. 叫人（心思意念）得到清潔 

 全世界充滿了罪惡才有大災難，神不濫用災難，例：所多瑪、蛾摩拉滅亡因犯罪至

極點，提醒我們要遠避罪惡，過清潔的生活 

 神在災難前已有警告，但人卻不一定悔改 

 在末世要提高警覺，撒但的詭計，邪靈的工作，和敵基督的出現 

D. 基督徒與大災難  
1. 兩種基督徒 

i. 得勝的： 

a. 得勝至完全才被提（標準在神） 

b. 信了的人已為主受過苦，不需要再受一次災難，所以被提是超越在災難之上 

c. 但仍會有工作的審判 

ii. 不得勝的：留在大災難裡面 

2. 何人被提，何人留在災難中，決定權在耶穌手中 

II. 啟示錄中的大災難 

A. 啟示錄的寫作背景：約翰将從神得來的啟示寫出來（啟 1） 

B. 啟示錄的寫作目的和內容： 

1. 叫人知道怎樣預備基督再來 

i. 叫我們遵守從父子靈而來的話 



9.40-聖經系統神學-認識末世論(五).docx   2 

 

ii. 教導我們認識神的作為，將來的盼望，和神對於世界的整個計劃：三棵樹（一棵樹

在伊甸園，一棵樹在各各 他山上，一棵樹在新天新地） 

2. 講到教會的問題，教會被提 

i. 七個教會代表了歷世歷代和全世界的教會 

a. 得勝的恢復到伊甸園的生活 

b. 不得勝的受警告 

ii. 神最大的目的是要潔淨教會，興起教會，把教會帶到屬天的地步（這是神的工作） 

3. 讓人先認識寶座（啟示 4:2） 

a. 施恩座 

b. 寶座帶出火、審判、和憤怒（來 12:29） 

4. 在寶座上發出話來（然後才有災難） 

 七印（啟 6-8）：六印與七印之間有間隔/插段；第七印帶出七號 

 七號（啟 9）：六號與七號之間有間隔/插段 

 神行奇事（啟 12-16）  

 七碗（啟 16）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永遠）坐寶座，執掌王權（啟 21） 

III. 聖經啟示的世界架構 
A. 世界的架構 

1. 創造；  

2. 墮落；  

3. 揀選（揀選以色列人，目的是要代表神，活出他的榜樣，活出他的話語，成為列國的

燈，列國的光，成為神向列國產生的見証）； 

4. 失敗；  

5. 基督來完成救恩（獻祭不能實現徹底的救贖）；  

6. 教會時代（從五旬節聖靈的降臨開始）；  

7. 基督再來（教會被提；大災難；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建立國度；審判世界）；  

8. 新天新地 

B. 啟示的意義 

1. 讓我們認識神做事的方法和目的 

2. 叫我們能體貼神的心意，也能照著神的心意去做事，產生美好的見証，教會得以建立 

3. 要我們活在神的面前，活出他的心意和計劃，并要配搭上神的心意、神的計劃 

IV. 禱告 
主阿,我們感謝讚美你,因為你再來的應許, 擺在我們的面前,你一切的計劃,也清清楚楚的在聖經

裡面告訴我們,要我們好好的等候在你的面前,與你相遇的時候,能以永遠的體貼你的心,明白你

的心,明瞭一切。今天我們有這個信念,我們禱告,我們感謝,我們接受,但願你向我們說話,也向我

們顯明。主呀,這個時代也是我們要把自己的燈剔亮,把我們自己的觀念清楚,願意為你而活,為

你而做。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V. 討論 
1. 結合馬太福音 24 章和啟示錄，談一下為什麼會有大災難，大災難的目的是什麼，對基督徒

有何提醒？ 盼望何在？ 

2. 請簡述神永恆計劃中，世界的架構，以及以色列和教會兩條線的發展脈絡。這計劃展現在

我們面前，對我們當今的生活應產生怎樣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