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ctio Divina 8/9/2011 1 

聖言誦讀聚會 (Lectio Divina) 2011-2012 
 
08/09/2011 默 1:1-8    誦讀、聆聽、遵行的人是有福的：時期臨近了 
 

李子忠 
 
1耶穌基督的啟示，是天主賜給他，叫他把那些必須快要發生的事，指示給自己的僕人們；

他遂打發天使，告訴自己的僕人若望；	 2若望便為天主的話和為耶穌基督作了見證，即對

他所見到的一切作了證。	 3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

因為時期已臨近了。4若望致書給亞細亞的七個教會：願恩寵與平安由那今在、昔在及將來

永在者，由在他寶座前的七神，	 5並由那原為忠實的見證，死者中的首生者，和地上萬王

的元首耶穌基督賜與你們。願光榮與權能歸於那愛我們，並以自己的血解救我們脫離我們

的罪過，	 6使我們成為國度，成為侍奉他的天主和父的司祭的那位，直到萬世萬代。阿們。
7看，他乘著雲彩降來，眾目都要瞻望他，連那些刺透了他的人，也要瞻望他，地上的各種

族都要哀悼他。的確這樣。阿們。	 8「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那今在、昔在及將

來永在的全能者上主天主這樣說。	 	 

 
 
注釋： 

﹣耶穌基督的啟示（1）—— 默示錄的序言指出本書是「耶穌基督的啟示（ἀποκάλυψις 
apokalypsis = revelation）」，這是「默示錄」一名的來由。一聽到默示錄這名字，許多人都
以為這是一本特別為專家而寫的深奧書籍；其實，它是為每一位信友閱讀的經卷。默示錄

可以說是七十三卷聖經當中，唯一完全以默示體裁寫成的。舊約中有些經卷，也局部採用

了默示體裁，如達尼爾書、厄則克耳書和匝加利亞書等都是。 
	 

﹣作見證（2）—— 作証固然是指人對所見所聞及所知的一切証實無誤，希臘原文採用了
動詞 µαρτυρέω - martyreo，而那些以生命作見証的人更為 µάρτυς - martys > martyr即殉道者
（參看默 2:13; 6:9; 17:6）。 
	 

﹣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因為時期已臨近了（3）
──「有福的」（µακάριος - makarios）一語，在默示錄書中共出現了七次（1:3; 14:13; 16:15; 
19:9; 20:6; 22:7; 22:14），可謂默示錄的「真福七端」： 
 ﹣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因為時期已臨近了。	 
	 ﹣從今而後，凡在主內死去的，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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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醒著並保持自己的衣服，不至於赤身行走，而叫人看見自己的恥辱的，纔是有福的！	 

	 ﹣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	 

	 ﹣於第一次復活有分的人是有福的，是聖潔的。第二次的死亡對這些人無能為力。	 

	 ﹣我快要來。凡遵守本書預言的，是有福的。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他們有吃生命樹果的權利，並得由門進入聖城。 
 
在舊約中，「有福」（yrEv.a; - ashrei）是一句恭賀語，一個定式（宣福辭）：「作某某⋯事的人，
是有福的」；也可譯作「你作了此事⋯你真幸福／恭喜你／你真值得讚美！」（參看箴 31:28；
歌 6:9）。舉例說，耶穌在山中聖訓中說：「你們貧窮的人，是有福的」（路 6:20），也可譯
作：「你們貧窮的人，我真要恭喜你們！」 
 
若望受到指示，要把所見的一切寫下來，目的就是讓教會的信友聚集舉行崇拜時，可以一

起聆聽他的信息。「那誦讀（ὁ ἀναγινώσκων - ho anaginoskon，單數）和那些聽了（οἱ ἀκούοντες 
- oi akouontes，複數）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1:3）這描寫清楚指
出一個禮儀場景。 
 
﹣亞細亞的七個教會（4）—— 即厄弗所（Ephesus）、斯米納（Smyrna）、培爾加摩
（Pergamum）、提雅提辣（Thyatira）、撒爾德（Sardis）、非拉德非雅（Philadelphia）、勞狄
刻雅（Laodicea）（1:11），即今日土耳其西部七個城市，其中只有斯米納仍存（今稱伊茲密
爾 Izmir），其餘均為遺墟。「七」有圓滿之意，七教會喻意整個教會（參看 2:11「請聽聖神
向各教會說的話」）。 
 
﹣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者（4）—— 即舊約所稱的「雅威」（上主），引伸自天主對梅瑟
啟示自己為「自有者」（出 ，（hayah - הָיָה）eheyeh），該詞來自動詞「是」、「存在」 - אֶהְיֶה 3:14
指天主是常存者，包括今、昔、未來。「永在者」（ὁ ἐρχόµενος - ho erchomenos）也有人譯
作「來臨者」。 
 
﹣寶座前的七神（4）—— 即天主聖神：「七」是圓滿的成數，表示他所賜的恩寵圓滿無缺。 
 
﹣使我們成為國度，成為侍奉他的天主和父的司祭（6）——有些抄卷把「國度」（βασιλείαν 
- basileian）寫作「君王」（βασιλεις - basileis），但基本的意義沒有多大的出入。不論如何，
若望的意思是說：凡是耶穌救贖的人，都成為天國的繼承者和天主的司祭，一如舊約選民

被稱為「司祭的國家」（出 19:6）一樣（參看伯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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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乘著雲彩降來（7）—— 此語引自達 7:13 有關人子的神視：「一位相似人子者，乘著
天上的雲彩而來。」這也是耶穌在蓋法前指著自己說過的話：「你們將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

右邊，乘著天上的雲彩降來」（瑪 26:64）。 
 
﹣「眾目都要瞻望他，連那些刺透了他的人，也要瞻望他，地上的各種族都要哀悼他」 
（7）——耶穌來行審判時，普世萬民都要瞻仰他那被釘於十字架的傷痕。若望在本節中把
耶穌的話：「那時，人子的記號要出現天上；地上所有的種族，都要哀號，要看見人子帶著

威能和大光榮，乘著天上的雲彩降來」（瑪 24:30），與匝 12:10的話「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
透的那一位：哀悼他如哀悼獨生子，痛哭他像痛哭長子」連在一起。「眾目都要瞻望他」，

因為他是人類的元首；「地上的各種族都要哀悼他」，因為刺透他的不僅是猶太人，而且也

是普世萬民，因為人人都犯了罪，因犯罪刺透了他，釘死了他。 
 
﹣「的確這樣。啊們」（7）——這是個肯定的願望句。「啊們」或譯「亞孟」（אָמֵן - amen），
就是「的確這樣」，是肯定之意。 
 
﹣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8）——即「我是元始，我是終末」（1:17；依 41:4；出
3:14）；「阿耳法」（Α - alpha）是希臘字母的第一字，「敖默加」（Ω - omega）是最後一字。  
 

＊＊＊    ＊＊＊    ＊＊＊ 
 
本段清楚指出默示錄一書是為基督徒團體——整個教會寫的。它雖載有預示未來的事，但
卻要在公共禮儀中誦讀和聆聽，然後付諸實行。這是一部禮儀之書，當中除了充滿禮儀用

的讚歌外，更鼓勵信徒要忠信和堅忍，承受教會歴代的考驗，尤其是基督再來前的大考驗。

這絕非一部神秘的密碼書，正如書末所說的：「你不可密封本書的預言，因為時期已臨近」

（22:10）。「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因為時期已臨
近了」（1:3）。我們要利用這十多次的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一起誦讀和聆聽，共同找
出天主藉本書今天對我們說的話，並付諸實行。 
 
教會禮儀每年在聖油彌撒和基督君王節中選讀默 1:5-8，強調天主子民是屬於天主的國度，
是侍奉天主和父的司祭。又在常年期第三十三週星期一（雙數年）選讀默 1:1-4; 2:1-5，指
出本書是耶穌賜給若望的啟示，叫他告訴以厄弗所為首的亞細亞七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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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默想： 默 1:4-8,17-18  （復活期第二主日 默 1:9-11a,12-13,17-19） 
 
【答】願光榮與王權歸於祂，至於無窮之世。（頌恩 195 [59]） 
恩寵與平安來自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者，及在他寶座前的七神，並來自那原為忠實的

見證，死者中的首生者，和地上萬王的元首耶穌基督。【答】 

願光榮與權能歸於那愛我們，並以自己的血解救我們脫離我們的罪過，使我們成為國度，

成為侍奉他的天主和父的司祭的那位，直到萬世萬代。阿們。【答】 

看，他乘著雲彩降來，眾目都要瞻望他，連那些刺透了他的人，也要瞻望他，地上的各種

族都要哀悼他。【答】	 

的確這樣，阿們！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的全能者上主天

主。【答】 

我是元始，我是終末，我是生活的；我曾死過，可是，看，我如今卻活著，一直到萬世萬

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