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深專題查考：橄欖山上的講論 

 

第二講：末世預言/預兆（一）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1-14 節： 

1. 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

把殿宇指給他看。 

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

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

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

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

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 

4.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

們。 

5.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

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6.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

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

到。 

7.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

地震。 

8. 這都是災難（災難：原文是生產之難）的起



頭。 

9.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

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10.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 

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

冷淡了。 

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

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一、全章重點提要 

為使大家易於了解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內

容，故先作些重點提要。 
 

1.重要關鍵 

本章基督的預言，可說是四福音書中最難解

釋的部分，卻是研究關於主再來的預言的重要內

容。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像一串打開有關主再來

的預言的鑰匙，好些預言上的難題，都得先了解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記載，才會得著正確的解

答。比如：災難起頭的預兆、大災難和基督降臨



到地上的情形，以及信徒該怎樣等候主再來的重

要教訓。況且這是基督第一次降世時，親自講述

祂第二次再臨的預言，尤其值得我們特別留意和

研究。 
 

要明白本章中基督預言的要義，首先需要解

決的是本章中基督所說的大災難是指甚麼時候的

災雞。是已經應驗了的，還是等待應驗的？比如

說，好些解經家認為，主耶穌在本章所講的關乎

聖殿被毀的預言，在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

時，就已經應驗了。但問題是：這是否就是主耶

穌在本章所有預言的全部應驗呢？有甚麼充足的

證據，證明主耶穌在這裡所講的預言，就是專指

主後七十年的那一次聖殿被毀，而跟末後的日子

完全無關呢？這個問題對於怎樣解釋本章聖經是

重要的關鍵。 
 

2.已在主後七十年應驗了麼？ 

主耶穌在這裡所講的預言的重點在哪裡？祂

究竟是預言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還是預言

末世的災難？讓我們留意主耶穌與門徒的對話，

以及對話的起因： 
 

太二十三 38-39：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



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

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

頌的。”這最後一句“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是指甚麼時候說的？ 
 

當主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時，猶太人是說

了“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這句話，而在

主耶穌進了耶路撒冷之後，在十字架上受死前，

預言祂第二次再來時，主耶穌又說了同樣的話，

這顯然是指當祂再來時，猶太人將承認主耶穌就

是那位奉神的名而來的救贖主而說的。這顯然是

一句預言。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這句話，原

引自詩篇一一八 26，原意指基督就是奉耶和華的

名而來的那一位。 
 

3.門徒發問時的觀念 

主耶穌在本章所講的預言，是因門徒的發問

而起的。而門徒發出問題時，整個重點只放在將

來主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時將要發生的事。他們心

裡根本就不會知道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將要被毀

滅之事。他們對主後七十年將會發生的事，跟世

界的末了將要發生的事，這二者有否關聯，他們



一無所知。當時門徒心中所想的，只是一個可怕

的“世界的末了”將會發生的事而已。所以門徒

們只是籠統地對將來的結局發問，但主耶穌卻預

知日後事情發生的經過和結局。所以當主耶穌回

答他們的問題時，就比較有層次地，把祂再來之

前地上發生大災難前後的情形，簡要地告訴他們。 
 

4.未應驗的預言 

馬太二十四章中的若干記載，雖然有些預言

在歷史上有類似的應驗，但還有好些重要預言顯

然是從未應驗的，例如： 
 

1）那行毀壞可憎的大罪人(太二十四 15；帖

後二 3)還沒有顯露。 
 

2）那時的大災難是有史以來所沒有的，又是

以後不會再有的(太二十四 21)，是還未應驗的預

言。 
 

3）天國的福音尚未傳遍天下(太二十四 14)。 
 

4）啟示錄所記的許多災難尚未發生，如日月

變色、星辰墜落、天勢的反常現象(太二十四 29)。 
 

5）尚從未有過地上萬族為祂的降臨而哀哭

(太二十四 30；參啟一 7)。 
 



6）事實上，耶穌基督至今並未駕雲降臨到地

上(太二十六 64；啟一 7)。 
 

7）也尚未見祂差遣天使用號筒的大聲，招聚

全地的選民(太二十四 31)。 
 

聖經的預言常在未完全應驗之前，會有局部

或近似的應驗，與完全應驗之間有別。在人與事

的演變過程中，有可能會出現類似“終局”的情

況或人物，卻並不就是預言的最後應驗，而只是

近似或初步的應驗。 
 

例如：申二十八 64：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

萬民中，從地這邊到地那邊，你必在那裡事奉你

和你列祖素不認識木頭石頭的神……。摩西在此

預言到以色列人會分散到列國。後來以色列人被

擄到亞述和巴比倫，似乎已經應驗了。但事實上

那只是初步的應驗，而不是完全的應驗。直到主

後七十年，猶太人被分散到天下各地，那才是真

正、最後的應驗。 
 

二、預言聖殿被毀(二十四 1-2；參可十三 1-2；

路二十一 5-6) 

二十四 1 節：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

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祂看。 



 

“正走的時候”——即走向橄欖山的路上

時，“門徒…把殿宇指給祂看”，這句話含有門

徒感嘆聖殿建築的宏偉壯麗的意味。 
 

可十三 1“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 
 

這裡的“家”是單數的，暗指聖殿。主耶穌

所解釋的，不是偏重於以色列個別的家庭、房屋

將毀壞，而是偏重於聖殿將必被徹底毀壞。因此

門徒們心裡就想，這麼雄偉壯麗的聖殿，怎麼可

能成為荒場呢？ 
 

二十四 2 節：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

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裡，沒

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三、門徒的問題(二十四 3) 

二十四章三節：耶穌在橄欖山上坐看，門徒

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 
 

“預兆”即 sign。 
 

“門徒”——馬可特別指出這是彼得、約

翰、雅各、安得烈。 
 



門徒的問題可分為三： 
 

1.甚麼時候有這些事？ 
 

2.主降臨之前有甚麼預兆？ 
 

3.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 
 

若把這三個問題跟撒迦利亞書十四章對照，

大致上與先知所預言的相合： 
 

1．“這些事”(耶路撒冷被毀)——亞十四

1-2，先知預言萬國要圍攻耶路撒冷。 
 

2．“你降臨……”(指主再降臨)——亞十四

3-8，描寫主耶穌降臨到地上的情形。 
 

3．“世界的末了”——在此指世上國度政權

的終結，千禧年國度的降臨。 
 

總括這三個問題，就是指主耶穌第二次再來

前的一段時間，從大災難開始到結束，以及“耶

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事。 
 

“有甚麼預兆“——三節末了是門徒發問的

重點。他們不但想知道什麼時候有這些事發生，

更想知道這些事發生之前有甚麼預兆。主耶穌的

回答，一方面說出“這些事”發生的先後次序；



另一方面也指出發生前的一些“預兆”。留心抓

緊這一點才能正確分解本章信息。 
 

四、災難起頭的預兆(二十四 4-6) 

二十四章 4-6 節：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

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從本章第 4 節起到 32 節，耶穌回答門徒的問

題，是按照祂再次降臨前，將會有的災難和預兆

回答的。在這一大段中，應先注意三節經文，即： 
 

6 節：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

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

沒有到。 
 

29-30 節：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

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

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

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

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比較這三節經文，6 節末句：“只是末期還

沒有到”(參路二十一 9 末)，與 14 節末句：“然

後末期才來到”，可分為：4-6 節、7-14 節、15

至 28 節、29 至 31 節四小段。主耶穌稱 7-14 節



之間的事為“災難的起頭”(8 節)；又稱 15 至 29

節之間的事為“大災難”(21 節)，而 30 至 31 節

是主耶穌降臨到地上的情形。 
 

這樣，太二十四 4-6 節就是“災難的起頭”

(7-14 節)的預兆；而災難的起頭(7-14 節)就是

“大災難”(15-29 節)的預兆；大災難(15-29 節)

則是主降臨的預兆(30-31 節)。 
 

所以從 4 節到 31 節，主耶穌已回答了門徒所

問有關災難與“預兆”的問題。而從 32 節開始，

則是主勸勉警誡門徒的話了。 
 

二十四章 4-6 節：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

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

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主耶穌在此只提及兩方面比較主要的現象，

作為“災難起頭”的預兆，那就是： 
 

1.宗教信仰方面 

會有更多令人迷惑的道理或假師傅興起，主

耶穌先提醒他們要謹慎，免受迷惑，因教會的領

袖最有可能成為撒但的差役和首先被迷惑的對



象。 
 

早在使徒時代，就已經有假裝信主的西門(徒

八 9-12)、行法術的“巴耶穌”(徒十三 6)、裝作

光明天使的假使徒(林後十一 13-15)、偷著引進

來的假弟兄(加二 4)、傳“別的福音”的假傳道

(加一 6-9)、偏離真道、敗壞許多人信心的“許

米乃和腓理徒”(提後二 17-18)、還有滲入教會

中的“好些敵基督者”(約壹二 18)等等。 
 

使徒約翰如此警告說：…一切的靈不可都

信，總要試驗那些靈，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

有許多假先知的靈，已經出來了(約壹四 l)。世

界的末了，人將更注重追求靈界的經驗，而被“那

些靈”迷惑。這正是“災難起頭”的預兆。 
 

2.世界局勢方面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熱

戰和冷戰的局面會日漸增加。“打仗的風

聲”——不一定是在本地打仗，可能在別處打

仗，卻會影響本地的人心。或是劍拔弩張，雖未

打仗，卻已處於隨時可能發生爭戰的危險情形。

總結來說，社會上有各種不安和擾亂，國際之間

常有爭戰的氣氛，這都是因為人的罪性不受約束



而發展為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

的衝突的結果。所以按主的預言，這世界將會有

越來越多的人際與國際的爭鬥不安，而不是越來

越平安。這也都是災難起頭的“預兆”。 
 

“總不要驚慌”——這話特指不要驚慌到以

為大災難已到，因下句“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

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可見這只是一些預兆，

且是必須有的預兆。按路加所記“只是末期不能

立時就到”，暗示這一段時間不會太快，且可能

持續相當長的年日。 
 

這兩個主要的“預兆”，也包括許多教內教

外的罪惡，信仰上的背道，邪靈的工作和戰爭的

殘暴在內，這些事在歷史上一再重演。 

 

五、災難的起頭——大災難的預兆(二十四 7-14 ) 

二十四章 7-8 節：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民攻打民，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

族之間的不安。國攻打國，則是國與國之間的不

安。這些爭鬥、戰爭都是出於同一根源，就是人

性的自私與邪惡。 
 



二十四章 9-10 節：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

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

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 
 

這預言在歷史上也曾一再部分應驗。但在此

所說的，則偏重於“末期”時信徒所要遭受的迫

害而說的。世代越黑暗，便越不喜歡光明。正如

主耶穌到世上時被人恨惡那樣。因為“凡作惡的

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約

三 20 )所以凡在末世遵從主的吩咐而敬虔度日

的，也必被人“恨惡”和“陷害”。主耶穌預先

告訴門徒，使他們日後被世人棄絕時，不至灰心

喪志。 
 

二十四章 11-12 節：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

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

才漸漸冷淡了。 
 

那時除逼迫之外，還有在信仰上誤導人的假

先知，把人引入歧途。 
 

“不法的事”——在此並非單指教外，也包

括教內的“不法”。不按真理而行的事在神看來

都是不法的事。不法的事情增多，就會導致不法



的人增多，漸漸形成一種潮流或風氣，因此會使

許多軟弱的人因看到這些人和事而跌倒。 
 

“愛心”——指愛主而愛人的心，漸漸冷淡

了。 
 

二十四章 13 節：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得救”——並非單指靈魂的得救，有時也

用於肉身方面的得救。在此“得救”應指在令人

灰心喪志的境遇中，勝過各種苦難和試煉。 
 

二十四章 14 節：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

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不但傳遍且作見證，不僅讓人聽聞耶穌的名

字，還要證明祂所成就的十架救恩；不僅使萬民

知道福音真理，還要讓他們看見福音和救恩的見

證。 
 

現再綜合這一整段講解如下： 

這一小段是“災難的起頭”，因主耶穌自己

在第 8 節這樣說的。 
 

對照太二十四 15 與但九 27，便可知道“那

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時，就是大災難的前三

年半的末了，與後三年半的開始。這樣 15 節之



前，即 7 至 14 節，應該是大災難的前三年半，而

15 節以後則是大災難的後三年半，這兩個三年半

加起來共七年，通稱為“末期”。前三年半是“災

難的起頭”，後三年半是“大災難”(太二十四

21)。 
 

六、災難的起頭與“六印” 

把太二十四 7-14 所提及的災難，與啟示錄前

三年半的災難(特別是啟示錄六章)對照，便可更

進一步顯明 7 至 14 節的記載就是前三年半的災

難。如： 
 

1.戰爭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太二十四

7 與啟六 3-6 節第二印的紅馬，同屬戰爭的災

禍：…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

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

殺…。 
 

2.饑荒 

“多處必有饑荒”——與啟六 5-7 節第三印

的黑馬所象徵的饑荒相同：…見有一匹黑馬。騎

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一錢銀子買一升麥

子，…油和酒不可糟蹋。這些話的總意是糧食十



分緊缺、昂貴。 
 

3.瘟疫 

馬太未提到瘟疫，但路二十一 11 節補充了這

個災難的記載。事實上饑荒與瘟疫常是相連的災

禍，飢荒之後必有瘟疫相隨。 
 

4.地震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按路二十 11 節，

還有…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又說：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天勢都要震動。(路

二十一 25-26)這種情形與啟示錄第六印相似：揭

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

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

(啟六 12-13)。 
 

5.逼迫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

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太二十四

9；參路二十一 12、16) 
 

到“災難的起頭”之時，這種情形將變本加

厲，這正與啟六 9-11 節的第五印相合。揭開第五

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

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聖潔



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

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

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

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

足了數目。 
 

6.假先知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太二十

11)——關於末世有“好些”假基督或假先知興

起，在本段的三個分段都個別提起(太二十四 5、

11、23-24 )；在下文 23 至 24 節所提及的假基督

與假先知，甚至能顯“大神蹟、大奇事”。 
 

使徒約翰警告說：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

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

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

了。這些情形會日益猖獗，到災難時期就更明顯

(約壹二 18)。 
 

本段中的假基督的出現與啟示錄第六章的第

一印的白馬相合。啟六 1-2 節中那騎白馬者不是

基督，而是假基督，因為： 
 

1）這騎白馬的包括在六印的災難中，他不是

來結束災難，而是來開始災難的。但基督絕不會



在災難開始時便降臨到地上，乃在災難末了時才

降臨到地上(啟十九 11-16)。 
 

2）啟六 1 節，約翰“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

一印……”，羔羊既在揭印，則印中之騎白馬者

當然不是基督。 
 

3）騎白馬者仿似基督而非基督，其所以

“似”，乃因假基督必須在某些方面仿似基督，

如： 
 

a.基督騎白馬卻稱為“誠信真實”(啟十

11)，假基督則否。 
 

b.基督頭戴許多冠冕(啟十九 12)，假基督卻

是戴一個冠冕(單數)。 
 

c.基督穿濺了血的衣服(啟十九 13)，假基督

沒有。 
 

d.基督有天上的眾軍跟隨(啟十九 14)，假基

督沒有。 
 

e.基督降臨時，聖經描寫祂的武器是“有利

劍從祂口中出來”(啟十九 15)；假基督卻只“拿

著弓”。因有弓無箭，則象徵他擺出戰爭的姿態，

卻用虛假的和平取勝。 



f.基督被稱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啟十

九 16)，假基督沒有。 
 

4）“勝了又要勝”——在此指假基督在迷惑

人方面，一再獲勝。他獲勝的結果，揭開災難的

序幕。所以災難的起頭，將是以假基督的假信仰，

一再受人歡迎作為開端，正如使徒保羅所說：因

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

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

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後四 3-4) 
 

7.福音傳遍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太二十四 14) 
 

“福音要傳遍天下”這句話可有兩方面的領

會： 
 

1）指福音傳到過的地方。福音傳遍的意義，

只按地理而言，而不是按人是否都聽過福音而

言。福音傳遍天下，然後末期才來到，那不是限

制主再來的條件，只是主再來前，世上要發生之

事的程序之一。 
 

2）指福音將傳遍天下，人人都聽見，不但按



地區傳遍，也按人口傳遍。目前各種傳播媒介——

電視、通訊、衛星等現代進步的傳播工具，是在

“準備”那一段時間，使普天下那一代的人，都

能聽見神的僕人為福音所作的見證。 
 

最大的可能是在災難前三年半中，在啟示錄

十一章的那兩個見證人，他們傳道一千二百六十

天，直到為主殉道。他們為福音作的見證，將使

普天下的傳播媒介自動為他們傳播令人驚奇的神

蹟，而各國各方的人也必自願收聽。福音就在短

時間內傳遍天下，然後那後三年半的大災難就接

著開始。 
 

啟示錄十一章是前三年半與後三年半的分界

線，這是毫無疑問的。因那二個見證人傳道一千

二百六十天，正是三年半。他們死而復活，是後

三年半大災難的開始，與太二十四 7-14 以及 15

至 29 節的分段相合。 
 

這樣看來，太二十四章 7-14 節是前三年半災

難的起頭；15-29 節則是後三年半的大災難。 
 

8.正確理解“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 

關於太二十四 14 節：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

下，…然後末期才來到。——若作福音尚未被傳



遍，基督就一定不會來，很可能是錯誤的領會。

因為這樣解釋否定了主耶穌一再提醒門徒要儆醒

預備的原則，因為他們無法估計主甚麼時候來。

例如： 
 

太二十四 36——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

知道……。 
 

太二十四 50——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

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 
 

太二十五 13——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那日

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可十三 35——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你們不

知道家主甚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

或早晨。恐怕祂忽然來到……。 
 

如果太二十四 14 是指現今教會把福音傳遍

世界，然後主才再來的話，則在可預計二十年、

五十年、一百年或更長的日子中，主一定不會再

來。因為： 
 

1）單單中國人就有數億同胞未有福音傳給他

們。 
 

2）全世界教會傳福音的增長率比不上人口的



增加率。 
 

3）不但傳福音比不上人口增長率，基督徒也

比不上異教徒的增長，還要加上無神主義者的增

加。 
 

4）好些頑固的回教國家、佛教國家、與無神

主義者的閉門政策，使福音無法達到的領域逐漸

擴大。 
 

所以相信這樣解釋的人，不可能教導信徒認

真準備主再來。因為很明顯的福音離“傳遍”還

有很遠的日子，而且正在越離越遠呢。 
 

所以只有在短時間內，使全世界的人都聽聞

福音，福音才有可能傳遍。而這正是啟示錄十一

章那二個見證人所要完成的工作。 
 

今日基督徒應傳福音，引人歸主，卻不是因

太二十四 14 的理由，而是要使得救的數目早日滿

足。更因為是主的吩咐要使萬民作祂的門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