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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最後的誘惑」 
啟示錄 22 章 

引言、末世危情 
 

究竟甚麼是基督徒「最後的誘惑」呢？這裡說的「最後」有兩重意思：一、從時間上講，是

指基督再來審判善惡、更新天地、引入永恆天國之前的最後階段，籠統言之，就是我們慣常說

的「末世」。二、從程度及性質上講，是指當一般誘惑已經對某些非常認真的基督徒無效的

時候，尚有某一種異於尋常的「誘惑」會使他們在信仰「最後」的階段功虧一簣，前功盡廢。 

 

我多處地方說過，「俄網」是一個以「基督信仰的末世關懷」為中心的網站；不過，我亦同

時強調，基督信仰的末世關懷並不志在搜尋各種所謂末世徵兆來作「末日」的推測，又或嘗試

羅列一個巨細無遺的「末世流程表」給大家對號入座、又或建立一個完全脫離現實以至於反社

會的「末日教派」給大家「逃避現世」，甚至也不是提供各種我們慣常理解的「末日自救之

道」──即如何在各種天災人禍（包括戰爭、地震、瘟症、三聚氰胺、金融海嘯等）日甚一日、

災情深重的末世之中，繼續生存與自保的方法，因為末世的真正危險根本不在於這些地方。哪

麼，「俄網」所理解、所執著的基督信仰的末世關懷又是甚麼回事呢？ 

 

我先說一個比喻和一則新聞。問問大家：「在火災發生的時候，最危險的是甚麼？」我想大家

會很常識很直覺地答：「當然是『火』啦！還用說麼？」我告訴大家並非如此。原來，在火

災發生的時候最危險的不是「火」，而是「不通形勢、不自量力想去救火的愚妄行為」。前

幾天有一則新聞，說一個老翁在家中煮食時失火，他幾十歲了，連衣服都著火，還要自己強行

救火，經太太和兒子再三勸阻才離開火場。（見以下剪報）在火災發生的時候，最危險的不

是「火」，而是「不通形勢、不自量力想去救火的愚妄行為」，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至於「俄網」所理解、所執著的基督信仰的末世關懷是怎樣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呼籲大家在

末世危機處處、「火頭四起」的時候，千萬不要不通形勢、不自量力地想去「救火」。事實上，

對基督徒來說，末世最大的危險正正是某種「不通形勢、不自量力的救世企圖或行為」，而

在基督再來引領信徒進入永恆天國之前的「最後誘惑」，亦正正是這個「妄圖救世」的大迷

惑。今天，我會用聖經裡最後的一章經文──啟示錄廿二章來解明甚麼是基督徒「最後的誘

惑」，以及基督信仰的末世論會叫我們「不要救火」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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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盼望所歸──「火」後別有天地 
 

聖經叫我們「不要救火」，其中一個非常簡單和直接的原因，就是「末日之火」並不是一場

「浩劫」，而是由苦難罪惡的「現世」進入完滿永恆的「天國」之間，必需要有的一個「煉

淨過程」。「末日之火」過後，是一個我們夢寐以求，甚至發夢也想像不到的新天新地── 

 

啟 22: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

座流出來。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

為醫治萬民。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4 也

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

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這五節經文是啟廿二的第一部份，承接及總結第廿一章的主題──新天新地。簡單地說，本

部份用了兩個「有」與兩個「沒有」來概括新天新地的本質。兩個「有」是在那裡「有生命」

（以生命水和生命樹代表），又「有光」（上帝自身作為光光照我們）；而兩個「沒有」則

是「有」的相反，是「再沒有咒詛」（指死亡和苦難）和「不再有黑夜」（指罪惡和無知）。 

 

我們回想創世記的伊甸園，那裡本來也是有生命樹和生命水，分別是沒有詛咒與黑夜。人背叛

上帝後被逐出伊甸園，就遠離生命與光明的源頭，四海飄零，陷在咒詛與黑暗裡面。人類的歷

史，就是帶著一份這樣的「遺憾」開始和延續的。新天新地，卻徹底終結了這一个遺憾──在

上帝與耶穌基督的恩典救贖下，人類可以重返伊甸，天父上帝要與人類「創造關係」的終極心

意亦終於完滿達到。 

 

這五節充滿著榮耀盼望的經文放在聖經的最後一章，毫無疑問，目的之一，一定是要鼓勵我們

不怕萬難，要忠心、勇敢地走完末世的最後一程，因為在前面等待著我們的，是一個「再沒有

咒詛」和「不再有黑夜」的「更美的家鄉」（來 11:16）。 

 

二、禍福之間──信心？行為？恩典？ 
 

當聖經遙遙指向這個「再沒有咒詛和黑夜」的新天新地之後，啟示錄廿二章餘下來的經文，表

面上看，似乎是要為我們指出「兩條門路」──得著上述「祝福」進入聖城之路，或者至終

仍被「咒詛」被拒入城之路。至於如何得禍得福，總的關鍵又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看到啟廿二章裡提及到的「禍福之道」，許多都與你如何對待聖經啟示，即是否絕

對地、一字一句地相信及依從上帝的說話，包括堅信啟示錄上的所有預言大有關係： 

 

22: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22:10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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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 （更是極其嚴厲不留餘地）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

言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19 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

甚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份。 

 

不過在同一章聖經中，又有不少經文帶有很重的「行為主義」或者「律法主義」的色彩： 

 

      22: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22: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15 城

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 

 

這些經文似乎又告誡我們，「信心還要加上良好甚至聖潔的行為」才足以成事，但是如此一

來，就又有某種行為主義「自己救自己的傾向」，與基督信仰「因信稱義」的教義不能協調。 

 

不過，與之同時，仍然是在同一章聖經裡，又有含含糊糊的「凡願意的都可來」的話，強調得

救始終是「本乎恩」（弗 2:5），是「白白」得來的恩典的傳統教義： 

 

22:17 聖靈和新婦（指聖城新耶路撒冷）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

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們看到，單單在啟廿二這一章聖經之中，關乎如何取得「進入天國」的「入場券」，就已經

有又要絕對相信聖經的啟示、又要有良好的道德行為，但同時又是白白的恩典幾個互相矛盾的

講法，非常混亂。 

 

啟廿二是聖經最後一章，從它的位置、性質、內容和權威性上講，我們都有理由相信它給我們

的應該是「如何安全進入天國的最終指引」，但是，這個「最終指引」卻是這麼的矛盾和混

亂，越「指」越亂，叫我們如何是好呢？ 

 

三、信仰矛盾──天國將近，卻見死不救？ 
 

其實，聖經並沒有矛盾，矛盾只是因為我們「靜態的信仰模式」不足以處理和對應經文啟示

的「動態的信息」。原來，聖經是一位活的上帝在活的處境下啟示給活的人生活在活的世界

裡的「指引」，不是死版及形式化的神學教條及倫理規條，我們不能「死背硬解」。而且更加

關鍵的，是聖經，特別是啟廿二這一類經文所具有的「過渡特性」和「非常性質」──它們

是上帝幫助我們由一個世界（現世）動態地過渡進入另一個世界（天國）的「末世非常時期」

的一份「信仰指引」，所以，我們也必要動態地理解和掌握這份「指引」。 

 

我們一定要明白，「末世」從某一種意義上講，就是「現今世界」與「永恆天國」之間的一個

「重疊階段」，因此，針對末世的「指引」就必須要同時「兼顧」這兩個相異甚至相反的世

界，故此，在這份「指引」裡面，某種「互相矛盾」的信息和說法就必然存在，無可避免。我

姑且稱之為「矛盾神學」。在啟廿二中，以下三節相當費解的經文，最足以透露這一種「矛

盾神學」的面貌和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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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他（主耶穌，一說天使，但解作主耶穌比較能與下文整合和銜接）又對我說：

「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11 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

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12 看哪，我必快來。賞

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如果只是靜態地、教條主義地「解」這段經文，就根本解不通，因為聖經的一貫教導是教我們

積極、努力去行公義、好僯憫、傳福音的。既是「日期近了」，為甚麼不是去「盡快救人」，

反而是愛理不理、袖手旁觀、見死不救呢？再者，「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

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這樣的說法，不是太消極、太負

面、太宿命、也太冰冷無情，嚴重違背基督信仰嗎？ 

 

四、參明秘訣──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 
 

上述第二、三點告訴我們，啟廿二包含了十分矛盾混亂的信息。對內（本章之內），得救到底

是靠信心、行為還是恩典，它卻三樣都同時肯定，不處理當中矛盾；對外（本章之外），「不

義的，叫他仍舊不義」的教訓，亦似乎與聖經的一貫主張大有牴觸矛盾。 

 

其實，要消解這些矛盾並不困難，只要我們能充分動態地明白聖經，特別是好好掌握啟示錄廿

二章這類經文強烈的「末世性質」。記得，末世本來就是夾在今世與來世（天國）之間要兩頭

兼顧的「矛盾階段」，因此，針對如何活在這段「夾縫期間」的信仰指引，就必然有「矛盾」

的特質，而且越接近「末日」（尾聲），矛盾的情況就一定會更加加劇。 

 

這三節經文（啟 22:10-12）之所以「矛盾」，正正就是為了幫助我們「安全過渡」末世這一段

非常的時期。我請大家先丟下僵化的教條和倫理，想像一下，末世對基督徒來說是一個多麼危

險和詭異的日子（參馬太廿四），再用心感應一下這三節經文的深層真理與用心良苦── 

 

22:10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11 不義的，叫他仍舊

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12 看

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基督徒本著對真理與愛心的感動和執著，努力去行公義、好憐憫、傳福音，本來無可厚非。不

過，我們卻可能漸漸忘其所以，忘記我們事實上是身處末世──一個由現世過渡入永恆的重

疊階段與非常時期。 

 

基督徒努力行公義、好憐憫、傳福音，的確曾拖慢了世界（現世）的敗壞和墮落的速度，但這

種效果不會持久，更不能根本改變世界。最後，世界只會變得越來越不仁、不義和硬心，基督

徒不但再難以靠行公義、好憐憫、傳福音來改變世界，甚至自身難保，被這世界的「主流信仰」

（例如「拜金主義」）迫到只得靠邊站。到了最後，基督徒甚至連只求堅持他自己本人的信仰

都有困難，都會招來世人的冷眼排斥甚至逼迫殺害。到了這個非常艱難的末世階段，基督徒原

本的優點，就是執著於行公義、好憐憫、傳福音的「善心」，就極有可能成為他們「最後的

誘惑」，使他們很可能在基督再來，審判善惡、更新天地、引入永恆天國前最後的一剎那失足

跌倒，以致前功盡廢，恨錯難翻。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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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要明白，按照上帝整個創造與救贖計劃，進入天國前的最後階段，就會好像黎明前的

黑暗一樣，必定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最基本的表現，是是非顛倒、真理不彰、義

人受苦、惡人當道。基督徒，我指的是對信仰最認真的基督徒，他們一生都致力於行公義、

好憐憫、傳福音，在此刻，他們的失望、沮喪、痛苦、疑惑就可想而知。 

 

正正因為他們是一群動心動情的「信仰志士」，所以，眼見此情此景，他們就遇上了那些不信

或不認真信的人永運不會遇上的「最後的誘惑」──他們激於義憤與悲情，「為作惡的心懷

不平」（參詩篇 37 與 73），於是便竭盡所能，甚至不通形勢、不自量力地繼續要去行公義、

好憐憫、傳福音，這就好像我一開始時提到的那個老伯，火已燒身不可收拾了，還不自量力想

去「救火」，結果火救不了，反而有身陷火海，葬身火場的可能。 

 

主耶穌說「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

叫他仍舊聖潔」，其實正是要給這些最認真的基督徒最大的安慰，叫他們不要「心懷不平」，

暫且忍受現況，接受自己的救世無力的限制，因為「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

應他」。言下之意，是他們的現在的不忿，終有一天會得到昭雪平反的。主說「不義的，叫他

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是叫我們放心，因為祂終會再來「收拾」這些今世風

光的惡人。主說「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是叫我們只管做好自

己，忍耐到底，不要管其他人怎樣。 

 

原來，在同一章之中所有關乎「賞善罰惡」的經文，統統都不是在靜態討論甚麼得救之道是靠

信心、行為還是白白的恩典，而是上帝總是信實和公義的，一切都必有所報應，都逃不過祂

的明察秋毫與終極審判。這些經文的真正用心，是要安慰、鼓勵在末世為義受苦的信徒，叫他

們「稍安無躁」，只要堅持所信、不需要心裡不平，因為上帝是「看得見的」上帝，衪終必會

作出公正的賞罰和報應。 

 

結語、小心「善意背後」 
 

最後，請大家務必記住，沒有人可以和應該去撲滅這場「末世之火」。事實上，這場「末世之

火」是上帝「放」的，為了銷毀這個罪惡苦難的世界，好引入一個美好全新的天地。（參彼

後三章）基督徒自以為一片「好心」卻不明真相也不自量力去「救火」，救不了事小、引火

燒身事大，而更嚴重的，是中了某些叫人「救火」其實別有用心的人的詭計，不自覺與他們同

流合汚，聯手反抗上帝真正的救世計劃。 

 

大家要明白，上帝與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不怕末世或世界毀滅，因為我們有一個好得無比的新

天新地在等著我們。最不想這世界毀滅的，其實是魔鬼撒旦和牠的爪牙──就是這個世界現

在的既得利益者。因為換上了另一個世界，就會像「改朝換代」一樣，這夥利益集團就會徹

底失勢，所以，他們總是不斷地誘惑人，包括許多不知真相的基督徒去「救世」，骨子裡其實

是要反抗基督再來，好力保他們自己已經霸佔或將要獨佔的「江山」。 

 

作個簡單的總結：甚麼是基督徒「最後的誘惑」？非常弔詭，就是太過「沉迷於

救世」──不明白末世必然敗壞的趨勢與原因、不了解自己能力的限制與教會使

命的本質、不知道引進天國前必須有這一個「火煉的考驗」、更不曉得最鼓吹「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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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竟是撒旦及最邪惡的人......結果就迷迷糊糊地一頭栽進一個「救世大夢」

裡，到頭來竟成了撒旦的「同黨」，與牠一同反叛上帝，亦一同滅亡。記住，人

再大的「善意」都不能救世、不能救人、甚至不能自救，我們必要的是信──堅

決相信聖經啟示給我們的上帝超乎人類想像的善意，一直到底，直到主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