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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四課：至死忠心 
(啟示錄二：8-11) 

查經前討論 

1. 你曾否經歷過因著你的信仰而遭遇「逼迫」、「輕看」、「拒絕」、「不平等待遇」或「歧視」呢？若有，

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2. 你當時的反應如何？你有沒有因此而想過放棄信仰呢？ 

3. 如果你是那些被塔里班恐怖份子所綁架 22 名韓國基督徒之一，若塔里班恐怖份子揚言，只要你拋

棄基督教信仰，改信回教，你便重獲自由，你會否拋棄你的信仰呢？你會有何反應？ 

 

(一) 背景︰認識土每拿這地方 

 
士每拿是古代罕有的一座有城市規劃的城市，街道寬闊，秩序井然，有「亞洲之冠冕」和「亞洲花

城」之稱，道的兩旁栽有大樹，海風從西面吹來，涼爽舒適，士每拿的海港具有天然之美，再加上宏偉

的建築，如 Temple of Zeus 及 Temple of Cybele，聳立在著名「金街」(The Street of Gold)的街頭街尾，特

別顯出其壯觀之景，難怪士每拿一直可存留到今天，現今的名字是 Izmir，位於土耳其。 

士每拿距以弗所只有 35 英里，也是一個商業發達的海港，早在 1000 B.C.，為希臘人所佔領和統治，

直至 600 B.C.，被 Lydians 毀滅，到 334 B.C.，亞歷山大大帝下令重建此城，並且刻意把士每拿建成一

個美麗花都。約翰致信給士每拿時，稱耶穌為「死過又活的」，對士每拿的居民來說，尤有意思，因為

他們的城就是「死過又活的」。 

士每拿對羅馬大帝國極其忠心，早在羅馬未發跡前，士每拿已經投靠羅馬。Cicero 稱士每拿是羅馬

王忠心的盟友，在 Mithradates 一役中，羅馬軍隊陷入困境，飢寒交迫，士每拿居民取下他們身上保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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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趕運送至戰場上的羅馬士兵，深得羅馬大帝國的重用。在 195 B.C.士每拿是第一個城市建造 Roma

女神廟宇，26 A.D.再建造敬拜羅馬帝皇 Tiberius 廟宇，那兒的居民大多是奉羅馬帝王如神明。 

士每拿聚居了不少猶太人，他們也頗富有，曾捐贈一萬 denarii 給城市作美化之用，這些猶太人對基

督教極仇視，屢加遭害。因此，在士每拿的基督徒，一方面被敬拜羅馬帝皇的居民仇視，同時又受到猶

太人逼害。士每拿主教 Polycarp 是在 155A.D. 2 月 23 日星期六被殺。 

故事是這樣記載的︰這是星期六安息日，士每拿人齊集有慶祝活動，突然中間有人喊著︰「不信羅

馬帝皇者該死！追拿 Polycarp！」一個奴隸因不堪虐待逼供，透靈了 Polycarp的行踪，公安便前往 Polycarp

住宅把他拘捕。當這些公安來到 Polycarp 家中，Polycarp 主教吩咐用人為這些公安人員預備飯菜，並要

求給他一個小時靜心禱告，這公安首領有些奇怪，便問 Polycarp︰「你只要稱『該撒』為主，就可免死，

這又何妨呢？我真不明白！」Polycarp 回答︰「我只有一個主，就是主耶穌！」 

當 Polycarp 進入會場，群情洶湧。那主審官問 Polycarp︰「只要你咒詛耶穌，改奉該撒為主，你即

可免死。」Polycarp 回答說︰「我服侍了主耶穌 86 年，祂沒有虧負我，我怎可咒詛我的救主呢？」他

們就把 Polycarp 主教活生生地燒死了！Polycarp 臨死前的禱告，被其他信徒記錄下來，傳誦至今︰ 

「全能的父神，因著你的愛子耶穌，我們能認識你，你的權柄、創造，公義和救贖恩典。你恩待我，

直至這一刻，我能夠有機會其他信徒一樣，為你殉道，分嘗主耶穌的苦杯，也深信將來也必復活，得享

永生。今日我甘心為你捨命，是你給我的恩惠，為此我感謝你，讚美你，願大祭司耶穌、祂的父及聖靈

得著至高的榮耀，直到永遠。阿門！」 

 

(二) 給士每拿的開場白：-(v.8) 

1. 約翰怎樣稱呼那復活了的基督？ 

首先，末後，死過又活的  

a. 甚麼是「首先、末後」？(參看一︰17；二︰13) 

參看「註」  

(註：「首先」(ho protos)可以是指時間，亦可以是指地位而言。若從「時間」而言，耶穌是掌管

過去一切歷史，從「地位」而言，祂是為首的。士每拿自稱是世界第一美城，其實只有耶穌才

是第一。至於「末後」(ho eschatos)，是指耶穌不但控制昔日的歷史，也是控製將來的一切。祂

是始，也是終！) 

b. 為甚麼約翰稱耶穌為「死過又活的」？ 

這是指耶穌復活了，戰勝了死亡  

i. 這是用過去式(past tense)，所以這是指歷史中所發生的一件事，這是甚麼事？ 

過去式的用法，是指明歷史所發生過的一件事，也即是耶穌的復活。  

ii. 約翰以這樣稱呼那復活了的基督，與士每拿的歷史有沒有關係？若有，這有何相干？ 

士每拿城是重建的，也可以說是「死過又活」，對他們來說，更容易明白耶穌復活的意義 

 

(三) 士每拿信徒的苦況：-(v.9) 

1. 在啟示錄七間教會中，只有兩間是沒有提到他們的「弱點」，這兩間教會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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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每拿，及非拉鐵非教會  

a. 這兩間教會是七間教會中比較小的教會，無論在人數及影響力方面也遜於其他教會，為甚

麼約翰卻沒有指出他們的「弱點」？ 

教會的強與弱並不是在乎她的人數多寡和影響力多大  

b. 由此看來，神所看重的是否「大」、「有影響力」(number and influence)，抑或神看重「忠

心」與否？這與今日教會的重點又有沒有不同之處呢？ 

「忠心」更為重要  

2. 在 v.9-10 那復活的基督知道士每拿教會處在一個甚麼景況之中？ 

患難與貧窮  

a. 這裡所謂「患難」是甚麼意思？我們現在又有沒有患難呢？ 

參看「註」  

(註︰希臘文 thlipsis 是指一股勢力，把我們從神那裡擄出來，叫我們不再相信他，這股勢力可

能是外在的逼迫，也可能是內心的慾念) 

b. 這裡所指「貧窮」又是甚麼意思？ 

參看「註」  

(註︰希臘文有兩個字可譯作「貧窮」，一是 penia，意思是沒有剩餘的，僅夠吃用；但 ptocheia

一字是指真正貧窮，連吃也不夠，這裡是用用 ptocheia 一字。) 

c. 為甚麼士每拿的基督徒會是如此貧窮？ 

這與他們受逼迫是有關的  

i. 這與他們遭受逼迫(來自猶太人及本地人的逼迫)有沒有關係？ 

有  

ii. 「貧窮人」與「基督教信仰」似乎關係密切(請參看哥林多後書六︰10；雅各書二︰

5)，但今日的情況是否有不同呢？其原因又是甚麼？ 

香港教會似乎以「中產」為主，或許這與我們傳道的策略有關。  

d. 但那復活了的基督又怎樣看這些士每拿信徒呢？為甚麼耶穌卻認為他們是富足的呢？ 

參看「註」  

(註︰這裡所謂貧窮，是從經濟面去看，這些士每拿信徒的是一窮二白。但從屬靈角度看，他們

為主受苦，卻是富足的。) 

3. 除了受患難，遭窮困外，士每拿的信徒又落在一個甚麼的苦況中呢？ 

遭毀謗  

a. 究竟那些所謂「猶太人」是甚麼人？ 

參看「註」  

(註︰使徒行傳告訴我們，有些猶太人憎恨基督徒，每每挑起羅馬政府對付信徒(十三︰45-52；

十四︰19；十七︰6-9；十八︰12-17；廿一︰27-40)當 Polycarp 被燒死的時候，是這些猶太

人挑擔柴枝來燃燒，而這日卻是安息日。) 

b. 約翰又怎樣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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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一會的人  

(註︰猶太人很喜歡聚在一起，他們稱這些聚集為「主的會堂」這裡所說的「會堂」，希臘文是

synagogue，synagogue 的意思是聚集(assembly)，所以主的會堂即是主的聚集(the assembly of the 

Lord)(參看民數記十六︰13；二十︰4；廿一︰16)，約翰很幽默地諷刺這些人，他們的聚集不

是主的聚集，乃是撒旦的聚集，故改稱他們為「撒旦會堂」的人(The Assembly of Satan)，中文

聖經譯作「撒旦一會的人」) 

c. 他們怎樣對付基督徒？ 

壓迫和毀謗他們  

(註︰毀謗一字，希臘文是 blasphemian，這個字通常是用作毀謗神，所以這些猶太人表面上是

毀謗信徒，其實他們是毀謗神) 

d. 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你被攻擊時又有何回應？ 

  

 

(四) 至死忠心：-(v.10) 

1. 約翰預言到他們將要受苦，這是甚麼苦難？ 

下在獄中  

a. 這些苦難可否避免？為甚麼？ 

參看「註」  

(註︰我們要留意二個字，第一個字是 idou (看哪)，意思是留意，因為有重要的事要宣告，中文

譯本沒有把這個字翻出來。第二個字是 mellei (中文譯作「將要」，意思是很快，而且一定會發

生。) 

b. 這裡所說「受患難十日」是甚麼意思？ 

參看「註」  

(註︰「十日」不一定是十天，而是指一段「短」的時期，他們能忍受的苦難，正如哥林多前書

十︰13 說︰「你們所遇見的試探(試探與試煉在希臘文是同一個字)，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

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承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

們能忍受得住。」) 

c. 神容許祂的兒女受苦，其原因何在？ 

受試煉  

d. 我們要留意，聖經是說︰「叫你們被試煉」(hina peirasthete)，第一，這是 Hina Clause(即

是道出原因，原由 purpose)，第二，這是被動詞(passive voice)，聖經不是說「魔鬼試煉我

們」，而是「叫我們被試煉」，這是甚麼意思？誰是幕後操縱者？ 

神  

2. 復活的基督，叫我們怎樣面對這些試煉？祂給我們的安慰是甚麼？ 

不要怕  

a. 面對著「苦難」，恐懼似乎是難免的，但基督怎樣安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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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註」  

(註︰留意希臘文是 meden phobon，意思是 stop being afraid。「不要持續的恐懼」。換言之，「恐

懼」或許是難免，但我們卻不要被「死懼」佔蓋一切，我們要停止持續地被恐懼操縱著。) 

b. 基督吩咐我們以甚麼「代替」了恐懼？為甚麼「忠心至死」可以「代替」我們「恐懼」呢？ 

參看「註」  

(註︰忠心一字與信心一字相同(pistis)，信得過神會帶領，這就好像一個孩子，有父親牽帶著，

無論外面環境如何，只要父親牽著他，他忠心地跟隨著，恐懼就會消失。) 

3. 神對那些受苦的士每拿信徒有何應許？ 

生命的冠冕  

a. 「生命的冠冕」是甚麼？ 

參看「註」  

i. 希臘文有兩個字可譯作「冠冕」，一是 stephanos，一是 diadema，前者是指勝利者的冠

冕，後者是指皇帝的冠冕，這處聖經是用 stephanos，究竟士每拿的信徒打了一場甚麼

勝仗？ 

至死忠心  

ii. 為甚麼這冠冕又稱為生命的冠冕呢？ 

參看「註」  

(註︰在希臘的文法中，「生命的冠冕」等於「生命」；「公義的冠冕」等於「公義」(提摩

太後書四︰8；這生命是指神所賜之永生)是給那些在基督裡勝利的的信徒(參看 v.7)) 

 

(五) 挑戰與應許：-(v.11) 

1. 據 v.11，信徒應許一個甚麼態度去聽道？ 

謹慎、莊重  

a. 我們聽道和讀經又持著甚麼態度呢？ 

  

b. 怎樣可以改善我們聽道的態度？ 

  

2. 誰是那些得勝者？(v.11)(參看 2:17) 

在基督裡的信徒  

a. 那些得勝者，神給他們甚麼應許？ 

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b. 甚麼是「第二次受死的害」？(參看二十︰6；廿一︰8)？從這裡你認識一個人死係會怎樣？ 

肉身之死是第一次死，死後有審判，信徒不會有第二次死。  

3. 你有沒有把握，你也是一個得勝者，不會受第二次的害？為甚麼？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