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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启示录（58）神的子民不应该为金钱而活；相反，圣徒倒要常常防备贪婪， 

免得被这一罪行掳去（启 18:17-2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启示录 18:8-17，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

续查考与研读这卷书 18:17-24 的内容。 

 

读罢启示录 18:8-17，或许有人忍不住会说：“约翰在经文中提到，一时之间，人所拥有的都会

被毁灭！但观世人，却似乎还非常富有，我也似乎还过得逍遥快活。”其实，以世界体系为人

生归宿的人，在这个体系瓦解时，他们便要失去一切。他们终生努力建立的，将要在转瞬间

化为乌有。那些注重物质的人，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便一无所有。我们可以带什么到新天新地

去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品格和肢体的关系，这些比任何的金钱、权力或享受都重要得多。 

 

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地上的君王和客商为什么要为巴比伦哀哭？是怜惜，还是其他

什么原因？”根据经文的记载，那些掌管经济体系的人，将为巴比伦的覆亡而哀号。领袖要

哀号，因为他们曾经监管巴比伦的财富，可以从中大大图利；商人要哀号，因为巴比伦这最

大的客户，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水手们再不能把货物运到任何地方，因为商人再没地方可以

销售货物。邪恶世界体系的覆亡，影响了一切喜欢并倚靠它的人。 

 

约翰在这段经文中所列出的这张各样商品的名单，描述了这个社会的极端物质主义。这些商

品很少是必需品，大部分是奢侈品。世人放纵任性，不择手段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人也

可以变成商品，卖给巴比伦作奴隶。 

 

天上的声音直接告诉巴比伦，她的一切奢华已成过去。她所贪爱的果子已离她而去。珍馐美

味指舶来的稀珍食品。华美的物件指衣着及饰物。巴比伦不再有这些贵重的货物供应世人。

当时罗马的富贵是有口皆碑的。犹太的他勒目法典这样说：“十分财富降临人间，九分被罗马

先人所占去，剩下的一分全世界分享。” 

 

藉大城得利的人为大城的倾覆而悲哀，因为失去了生财之路。这类人士之中，首先是客商们

为大城哭泣悲哀，正如先前的君王一样，客商也是保持距离，怕沾到大城的痛苦。客商的哀

歌也和君王的一样，以双重哀哉为开头为大城哀哭。君王哭大城的坚固、能力已成过去，客

商则哀其美衣与富贵化为乌有。大城灾祸的突如其来让客商们和君王一样惊奇。一时之间，

偌大的财富就归于无有。商人所哀的是财富的消失，不是民的遭殃。其次轮到航海的人哀哭。

先被提名的是船主，接着是坐船往各处去的。后者所指的是何人不易确定，也许包括一切水

路旅行的人，也许限于押运货物到商港交易的商人。如果是后者，这一节所提的人是船主、

商人和水手，并所有靠海为业的人；最后一句更是一网打尽前三类，包罗万有了。这一切靠

大城维生的人为大城的倾覆而哀哭。但是正如前几种人，这些靠海为业的人也是远远地站着，

无人伸手帮助。大城曾使许多人发财，但并未赢得任何人的关爱。 

 

启示录 18:17-19 记载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

看见烧城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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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珍宝成了富足，她在一时之间

就成了荒场。 

 

第三类哀号的人是从事公共运输业的。他们借着运输巴比伦的商品致富，就像古时的腓尼基

人一样。现在他们没有生意可作了，为了经济萧条而哀伤。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被这突如其

来的灾难吓坏了。这也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看待世上的富足奢华呢？我们认为那是

奢华吗？当你看奢侈品一旦化为乌有时，心里有什么感受呢？我们高谈灵性和属灵的事。很

多基督教机构热衷于要人奉献，尤其是对着有钱人的时候。但有些有钱人威胁我，如果我不

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他们就不支持福音广播事工。我不理会这种威胁。我们不必太在意人

的想法。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你手边的事也将会过去。目前世界有名的大城市都将废去。问

题是：当荣华富贵烟消云散时，你会忧心吗？你的心有没有放在天上的事、定睛在基督身上

呢？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段经文描写了海上的船主和水手的悲哀。他们并不真正悲哀罗马的灭亡，而是哀叹他们运

来的贵重商品被烧，哀叹失去商业的大客户。约翰告诉我们，人若把幸福的根基放在物质上，

就会失去比它更重要的事情，如真理、人与人之间的爱、友谊、相互信任、爱心等。 

 

现在，这一切的财富在一时之间竟归于无有，大衰退的危机已迫近眉睫了。那些从事海上商

业活动的人，远远站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将尘土撒在头上，为这曾替海上贸

易带来富裕的城悲泣，这城在一时之间就变成了废墟。 

 

在原文中，为大城举哀的“哀哭”有君王的未来式、也有客商的现在式和未来式。在这一段

诗词中，约翰的描述包括了各种时态。航海者的头一句叹息是大城曾经举世无双：有何城可

比这大城呢？航海者的举哀比先前君王和客商的更进一步，他们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

这是第三次出现（前两次分别记载在 11 和 15 节）。“哀哉！哀哉！”以及“一时之间”也是出

现第三次。这里又再一次，跟先前的客商一样，这类人叹息的是自己利益的消失。 

 

启示录 18:20 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她欢喜，因为神已经在她

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从天上看事情的角度，与从地上的角度不同，天上没有追思礼拜，而是一场期待已久的庆典。

圣徒的祷告，以及旧约众先知和新约的使徒所预言的事，都一一应验了，天上有大喜乐，因

为神的名被高举，神的公义完全彰显了。今天，你的心思专注在哪里呢？你会在哀哭的行列，

还是在喜乐的行列呢？ 

 

与前面的三种哀哭相对照，这节经文里出现了已得救信徒们的喜乐和赞美。这样的描写表明

了圣徒忠诚而良善的生活，也说明恶人的犯罪必带来报应。信徒的喜乐不是针对恶人的幸灾

乐祸，而是欢喜正义战胜邪恶；这种喜乐不是个人的憎恶或不良情绪的表现，而是体现了对

神公义审判的完全信靠。 

 

地上一切目中无神的人正在落泪时，天上却有极大的喜乐。最终神已经为祂的众圣徒、众使

徒、众先知伸了冤。巴比伦如何恶待神的子民，神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到这里，我们的注意力由恶转到善。首先，义人受吩咐要欢喜快乐，因为大城彻底毁灭。最

后是说明毁灭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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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现代读者见众圣徒因大城被毁而欢欣，大大不以为然。但请注意，这不是一种幸灾乐祸

的呼喊，而是渴望公义的伸张。其次，约翰和他的读者并不是风凉学者，不关痛痒地在讨论

着对与不对。他们是局中之人，他们因信仰浇奠了整个生命。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19 所

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约翰热切地确信，信徒不需要

人可怜，因为他们是在神的一边。因为属神，今生多有苦难，备受蔑视和逼迫，然而最后公

理必得伸张。而约翰所遥望的正是公义的得胜。启示录 18:20 中的欢呼乃是出自坚决的相信，

正义必然得胜，而信徒殷切等候的也就是这样的一天。欢喜和上几节的举哀构成了一个强烈

的对照。欢喜的范围非常广泛，包罗了天使、众圣徒、众使徒和众先知。很奇怪，天使一直

是那么重要的角色，在这里却没有被提名。他们欢喜，因为神已在大城身上为他们伸了冤。

圣徒曾遭苦待，而苦待他们的人得了报应。这不是报仇成功，而是公义得胜。 

 

接下来，在启示录 18:21-23 中，约翰描写淫妇巴比伦完全灭亡的情景。首先，音乐的消失，

暗示巴比伦不会再有欢乐的声音和富贵荣华。“各行手艺人”是指国内所有产业和实体都将灭

亡；“推磨的声音不能再听见”，是指将要失去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灯光不能再照耀”，

是指巴比伦完全崩溃，陷入黑暗和绝望中；“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不能再听见”，是指家庭被毁，

断子绝孙。 

 

启示录 18:21 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

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 

 

天上要我们注意到神审判巴比伦时的力道之猛、出手之快，以及范围之彻底。巴比伦的下场

就像一块大石头坠入海中，溅起水花之后立刻消失了。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将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这象征巴比伦最终的灭亡。 

 

大力的天使是独特而不寻常的称号。启示录既是关乎权力的一卷书，这位天上来的代表便特

别地强调为大有能力。天使举起一块石头，扔在海里，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在先知书中曾多

次出现。根据耶利米书 51:63 的记载，先知耶利米将一块石头拴在一本书上，扔在伯拉河中，

以象征巴比伦的毁灭。启示录 18:21 这里也一样，石头扔海也是代表大城突如其来的彻底毁

灭。“决不能再见”强调这是最后的毁灭，大城绝无希望东山再起，正如以西结书 26:21 所说

的：“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启示录 18:22-23 说：“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

在你中间决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

邪术迷惑了。” 

 

“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这意味着敲锣打鼓的音乐也消

失了，感谢神！“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遇见；”是指所有的工厂都关门了。“灯光在你

中间决不能再照耀；”意思是各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都将熄灭。“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

间决不能再听见。”这是指人不再有后嗣繁衍了。从天上传来的声音说：“你的客商原来是地

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邪术、魔法和魔鬼学也在末世

兴起。离末世越近，撒但的势力会越猖狂。那时，撒但将会欺哄和蒙蔽万国，就像假先知蒙

蔽很多人一样。巴比伦的流行音乐结束了，古典音乐也划下休止符。曾经出卖自己技艺、服

事敌基督的，也将停止这样的活动。工厂完全停工了；五光十色的灯光熄灭了。有趣的是，

创世记 4:16-22 记载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开始。还有，家庭与社会生活将归于无有。企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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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膜拜敌基督成了天大的谎言。 

 

这城以往各种活动的声音，不论是音乐、机器，或是推磨的声音，永远地沉寂下来了。一切

的灯光已熄灭，不会再有嫁娶的欢乐。巴比伦为何会沦落至如此田地呢？因为她的领袖用邪

术来哄骗万国。 

 

约翰在这里列出大城中今后再也不能听见的声音，再也不能举行的盛事。先前的哀号是叹息

外忧、经商和政治，这里约翰进一步描写内患。所列举的各种乐器在原文语法中暗示着作乐

的人。大城一向爱好文化活动，但这一切都止息了。“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意味着末日已

到。正如文化活动一样，手艺也曾在大城中盛极一时，然而这也要成为过去了。推磨的声音

也销声匿迹，说明日常生活诸如粮食的制造也一一停止。约翰替我们逐一指出，大城的一切

生活都要静止消灭。灯光也不能再照耀，婚嫁也一一止息。客商原来是尊贵人，一切以物质

财富挂帅，将神忘得一干二净。财富、邪术等可憎的风俗亦接踵而到。万国都被大城的邪术

所迷惑。 

 

启示录 18:24 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神的儿女曾在这座城里受逼迫，神会为他们申冤。这座撒但所迷惑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杀

人的凶手。巴比伦是个谋杀义人的大城；她残害神的儿女。巴比伦被毁，这就让人联想到历

史上有些大城市，以及文明的坠落。有位历史学家在《罗马帝国沦亡录》一书中提到以下沦

亡的五大原因：第一，家庭制度和圣洁被侵蚀。第二，政府税收越来越高，开支增加。第三，

人民疯狂地追求享乐；更加刺激、残忍、不道德。第四，国家不断扩建军备，而真正的敌人

却来自人自己，人人毫无责任感。第五，宗教信仰的败坏，信仰沦为仪式而已。历史一再重

复告诉我们亡国的五项因素。这些因素完全可以毁了国家、毁了家庭、毁了人类。感谢神，

人类的罪愆终将结束。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巴比伦是敌基督权柄的象征，她灭亡的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商人

利用财富和不正当手段，勾结权势，得到王族般的地位，操纵社会，加深社会的不义和物质

崇拜；第二，占星术成为偶像崇拜和不信的直接原因，迷惑了许多人；第三，跟随基督的信

徒流了许多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启示录 19 章的研

读与查考，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作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