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 示 錄硏讀

第七課 行屍走肉的撒狄

啟示錄三: 1-6

Behold, 
I am coming soon! Rev.22:12





v.1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
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v.2 你要儆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 因我見你的行為, 在我神面前, 沒有一樣是
完全的。

v.3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警醒，我
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v.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
為他們是配得過的。

v.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

v.6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示錄 三 :  1 - 6



(一) 撒狄這個城市 v.1

(二) 究竟問題在哪裏 ?    v.2-3

(三) 警告與應許 v4-6

第 七課 大 綱

三: 1-6



引言

1) 在中國歷史上, 赤壁之戰 是著名的戰役。

公元208年, 曹操平定北方之後, 揮軍南下, 佔領荊州。劉備知道擋不

住曹操, 於是拋下妻兒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人騎馬逃走：

並以孫權聯盟：抵抗曹操。他們在長江赤壁與曹操會戰。曹操領80

萬大軍，孫權率領周瑜、黃蓋等將出戰, 但軍隊只有五萬人；劉備

則率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出戰，但軍隊只有二萬人。所以

論軍力，是有很大的分別。而且曹操領軍迅速，俗語說：一講曹

操、曹操就到；這是表明曹操行軍非常迅速，這場戰爭可說是強弱

懸殊之戰。



引言

1)
續

當時孫劉聯軍知道論軍力，是無法抵抗，唯一取勝之道就是智取。

周瑜部將黃蓋建議用火攻，說：「今寇眾我寡, 難與持久。然觀曹

軍船首尾相接, 可燒而走也！」周瑜採用他的計劃。於是黃蓋帶領

十艘輕便的戰船，載滿了薪草膏油，剛好那時東南風急，十艘船在

江中舉帆，手持火把，見到曹操水兵，大叫：投降！投降！那時距

離曹操之大軍只有兩里。曹操軍隊見有人投降，毫無戒備，於是黃

蓋下令火燒船中的草柴，向著曹軍直去，火烈風猛，船直向曹軍而

去，好像火箭一樣，燒光曹軍的戰船，並且波及岸邊的軍營。黃蓋

因中流矢而墮河，為其士兵救起。孫劉聯軍 乘勢橫渡長江，雷鼓大

震，大敗曹軍，曹操見敗局已定，只有退兵，退回北方，造成曹、

劉、孫三國鼎立的局勢。這就是歷史中著名的赤壁之戰。



引言

1)
續

800年後，蘇東坡來到赤壁，想到當日赤壁之戰，就寫下著名的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 西邊，人道是、三國 周郎 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 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 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 ，談笑間、檣櫓 灰飛煙滅。

故國 神遊，多情應笑我， 早生華髮 。

人間如夢，一尊 還酹 江月。



引言

1)
續

蘇東坡寫這首詩的時候只有47歲，因烏台詩案，幾乎被

皇帝以為他用詩批評皇帝而賜死，幸得太后為他求情而

免死：改被貶往黃州。他無盡憂愁，到處遊山玩水，來

到黃州城外之赤壁，想到周瑜昔日之風光，感慨地說：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首千古誦唱、寫盡

人間悲歡離合，最終都是大江東去浪淘盡！



引言

2) 與赤壁之戰齊名的有西方撒狄之戰，說起

來，二者都有相似的地方。

約翰寫這封信之前七百年，在小亞細亞又一

個非常強大的帝國，名叫Lydia，他的皇帝

就是哪位極富有的雄才Croesus。由於他發

現在撒狄的河流有黃金，因而至大富。

首都撒狄是當時偉大的城市, 位在River 

Hermus北面的高山上，鳥瞰整個河谷，週

圍都是高山峭壁，穩如泰山，進可攻，退可

守，非常堅固。



引言

2)
續

有了錢就想有權，有了權就想有更大的權，所以Croesus 決定

與當時波斯帝國的Cyrus決一死戰。

一如曹操，不聽孔融忠告，勸他不要南征, 他一怒就把孔融殺

死。

同樣, Croesus也不聽智者Solon之言，以為自己軍力勝過波

斯，所以不惜與他決一死戰。當雙方交鋒的時候，本來

Croesus軍隊龐大，以眾敵寡，穩操勝券，誰知Cyrus 看準了

Croesus的弱點，用駱駝出擊，把Croesus的戰馬嚇破了膽，

大敗而回，只能退守於撒狄, 以撒狄的地理形勢, 駱駝再無用武

之地。況且， 撒狄位於高山之上，週圍峭壁，難以進攻。



引言

2)
續

但他萬萬想不到Cyrus的一個士兵，看

到Croesus一個士兵掉下頭盔至山腳，

不消一刻，那個士兵就下到山上拾起了

他的頭盔。那聰明的Cyrus士兵，便想

到一定有通道直上山。到了晚上，他帶

著突擊隊，找到那通道。哪兒全無防

守，他們就輕易把Croesus打敗，以寡

勝眾，扭轉了整個世界局勢，而 撒狄

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不在一樣 ，直至

亞歷山大重建這個城市，才變成一個富

裕的城。



引言
3) 但是當約翰寫這信給撒狄教會的時候, 是被囚在拔摩島上, 

較蘇東坡被貶到黃州更慘, 但約翰並沒有蘇東坡那樣悲觀, 
只能嘆一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相反的，
他深深的相信在基督裏已經得勝了，他們的名字已經寫在
生命冊上。

撒狄這地方, 看來好像還是那麼興旺、活躍；但其實是死
的。

那裏的教會看來也好像非常龐大、活躍；但卻也是死的。

撒狄是七間教會中唯一沒有得到約翰任何稱讚的一間教
會，只有嚴肅的責備，叫他們悔改。



(一)  撒狄這個城市 v.1

v.1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
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1) 約翰怎樣形容這位復活的主呢？

「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

「七星」是指七個教會。

「七靈」是指控制七個教會的聖靈，全部都在神的控制下。



(一)  撒狄這個城市 v.1

2) 撒狄是怎樣的一個城市呢？

約翰形容得很有趣：「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

「按名」是指「掛名」，

他們都是掛名的信徒；或許他們每星期都去教會、又洗
了禮、守聖餐、祈禱、事奉等。從表面看來，他們好似
是敬虔的信徒，但其實是死的，沒有生命的，是行屍走
肉的信徒，是掛名的基督徒。



(一)  撒狄這個城市 v.1

2)
續

或許我們要稍為明白一下撒狄這個城市的背景，

在波斯人的統治下，有200多年。但波斯人不許哪兒的居民
有任何權利，撒狄這個城市也一落千丈；

直至亞歷山大大帝打敗了波斯人後，重建這個城市：推廣希
臘文化，撒狄便再次繁榮起來。

到了羅馬大帝國時代，撒狄也漸趨繁榮。但在公元後17年，
哪兒發生了大地震，羅馬皇帝Tiberius 花了數億元協助撒狄
重建, 所以到約翰的時候，撒狄已經恢復元氣, 是一個相當富
庶的城市。



(一)  撒狄這個城市 v.1

3) 撒狄的教會在物質上是富庶的, 但在靈性上卻是非常貧乏, 
它雖然沒有外來的壓迫 , 約翰隻字沒有提及,它亦沒有異端
邪說的引誘 , 也沒有內部的紛爭。

你以為這樣的教會一定興旺，事實卻非如此，按其名的確
是活的，但其實是死的、是假的。何竟如此？

從現今出土的遺物看來，我們便知道其中原因。考古學家
發現在撒狄的遺址中，又不少猶太人的會堂及基督教的大
教堂，都是非常宏偉的建築物。



(一)  撒狄這個城市 v.1
3)
續

但他們發覺得有一個特色：

裏面有許多不同宗教的圖像：如獅子
圖像、太陽圖像，這都是當時羅馬多
神教的圖像，刻在這些教堂當中。

你一看便了解當時的情況，他們融合
了許多當時的宗教，換言之, 基督教混
入了不少當時羅馬多神教、拜凱撒，
炒埋一碟, 融合在一起 。

就如今天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融合了
不同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對他們來
說，基督教並不是唯一的真理，而是
其中的一個真理。



(二)  究竟問題在哪裏 ?    v.2-3

在這段經文, 約翰用了四個動詞, 都是命令式 imperative , 嚴厲的警告撒狄
的眾弟兄姊妹. 我們續一看看:

● v.2 你要警醒, 不要再睡了! 每一個的撒狄人都知道他們的歷史, 波斯
Cyprus 圍城的時候, Croesus 及他的將領都以為 撒狄是牢而不破的堅
城, 以為就可以鬆懈, 搵操勝券. 結果他們就在毫無防備之下, 波斯士兵
沿著那秘密通道,源源不住偷入城內, 輕易攻陷了撒狄, 束手待斃, 這就
是不儆醒要付出的代價. 

v.2 你要儆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 因我見你的行為, 在我神面前, 沒有
一樣是完全的。

v.3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警
醒，我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二)  究竟問題在哪裏 ?    v.2-3

● 這就好像一隻青蛙，在溫水中不知危險，以為可以舒舒服

服的休息，因為它是涼血動物，體內的溫度亦隨著外面的

水溫升高，不知道危險，直至煲熟為止。 一個不曉得儆醒

的人也是這樣死亡。所以，我們實在要儆醒，週圍都充滿

了陷阱和引誘，無論在金錢、色情和權力，都很容易叫我

們跌倒！



(二)  究竟問題在哪裏 ?    v.2-3

● 堅固 - 堅固那剩下來的、要衰微的，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
有一樣是完全的。

我們要留意「那剩下來」是指什麼？希臘文 ta loita是中性, 而不是雄性
的。換言之 ，這裏並不是指人而言，而是指廣東人所說的「嘢」，剩
下的嘢。

撒狄的基督徒，只有少少基督徒本有的品質，其餘都已經煙消雲散，
所剩無幾，只有少少的，所以仍然叫自己是基督徒，仍然守聖餐，仍
然有少少基督徒的品質，其餘的與一個非信徒並沒有多大的分別。約
翰說，你們就要堅固那少少的基督徒品質，不要放棄，雖然好像吊鹽
水一樣，仍要堅守著，雖然在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那屬靈生
命只靠吊鹽水維持著，但不要放棄，仍要堅守著。神也不放棄你們！



(二)  究竟問題在哪裏 ?    v.2-3

● 回想 - 如何堅固？答案就是：回想，要記住，不要忘記！忘記些什
麼？「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怎樣遵守。」

回想就是紀念，不要忘記你未信主時是怎樣的，你是怎樣領受和
聽了神的話，又遵守的，以致你生命得以逆轉和改變，這裏給我
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基督徒有兩方面特點：聽道 - 聽神的話；遵守 - 不只是頭腦的認知, 
但是接受和遵行。

聽道而不遵守真道有何用？就好像一個病人去見醫生，醫生吩咐
他天天要吃藥，他聽了就算數，完全沒有吃藥。若是這樣看醫生
與不看醫生並沒有任何分別。同樣的，聽了道而不遵守, 這與沒有
聽道並沒有分別！



(二)  究竟問題在哪裏 ?    v.2-3

● 悔改 - 悔改的意思就是調轉頭來，向著相反的方向走。我

們要立即悔改，因為我們不知道耶穌何時會來到，

v.3 - 若不儆醒 ，我必能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

到，你也不知道，在你不知不覺的時候，你正以為平安穩

妥的時候，主突然降臨。若不儆醒，好像撒狄士兵，束手

就擒。這正好是對今日美國的信徒當頭棒喝。



(三)  警告與應許 v4-6

1) 這是一段非常能安慰我們的應許。看看今日的世界 ，往往令
人感到憤怒和困擾；為什麼那些惡人風生水起，事事如意、
步步高陞。公義何在？就是在教會中也充滿了各樣問題。

v.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
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

v.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
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

v.6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三)  警告與應許 v4-6

1)
續

正如詩篇第73篇v3 說：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他們常享安逸，財寶
加增，他們不像別人受害，也不像別人遭災。」詩人繼續說：
「等我進了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
他們掉在沉淪之中。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他們被驚
恐滅絕了！」

詩人叫我們把眼光放遠一些，不要只看暫時，乃看永恆的一幕。

現在所有的，不過是過眼雲煙，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
物！



(三)  警告與應許 v4-6

2) 我們看看那些不妥協, 不跪地, 不離棄神的有何結果。復活的主稱他們
為：「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又說：「他們穿的白衣與我們同行
的。」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約翰時期，撒狄是一個製衣中心，製衣行業極為普遍。在撒狄的廟
宇中，他們是不許穿污穢衣服入廟堂的。 在此，約翰就用了這樣的一
幅圖畫，指哪些在屬靈生命上沒有污穢、沒有妥協的信徒，他們都是
得勝的一群。

約翰又稱他們穿白衣的。在羅馬帝國，當羅馬將軍凱旋回國，百姓都
穿上白衣迎接得勝的大將軍，約翰就用這幅圖畫，形容主耶穌回來，
就好像大將軍凱旋而歸。那些信徒穿上白衣迎接這位救主，與祂同行
在凱旋的行列中！是配得上的。你是否也是其中的一位呢？



(三)  警告與應許 v4-6

3) 約翰說：「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那些得教信徒的名字都寫在生

命冊上，耶穌在父神面前讀出他們的名字，進入永生，這是寶

貴的應許，那些在生命冊上沒有名字的，卻要永遠沉淪。」

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必有人對耶穌說：「主呀！我們不是奉

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

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

人，離開我去吧！」



(三)  警告與應許 v4-6

3)
續

我想世上沒有比這些人更可憐，一生一世以為自己是信徒，

但耶穌卻不認識他們，因為他們按名是活的，但其實

是死的！

或許你會問：我怎知道我的名字是記在生命冊上呢？啟示錄

第三章就清楚告訴我：你有沒有在神面前領受這福音？聽了

這福音，接受耶穌，並且遵行主的道。這裏並不是說我們要

行為毫無瑕疵才能得進永生，非也！而是憑著恩典，接受耶

穌基督為我們的救主和主宰，我們才能進入永生。

約翰說：還有耳的，就應當聽！

(完)


	Slide 1
	Slide 2
	Slide 3
	Slide 4
	Slide 5
	Slide 6
	Slide 7
	Slide 8
	Slide 9
	Slide 10
	Slide 11
	Slide 12
	Slide 13
	Slide 14
	Slide 15
	Slide 16
	Slide 17
	Slide 18
	Slide 19
	Slide 20
	Slide 21
	Slide 22
	Slide 23
	Slide 24
	Slide 25
	Slide 26
	Slide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