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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當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初展望普世的宣教光景時，情勢彷彿十九世紀

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中的名言：  

那是個最好的時刻，也是個最壞的時刻； 
那是個智慧的時代，也是個愚昧的時代； 
那是個信心的世代，也是個懷疑的世代； 
那是個光明的季節，也是個黑暗的季節； 

那是個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個令人沮喪的冬天； 

在我們面前似乎萬事俱備，卻又好像一無所有； 
我們好像一起同奔天堂，但又好像往下同墜地獄。 

 

I. 論度瑪(以東)的默示(21:11-12) 

 「度瑪」的希伯來語意思是「沉默」或「死寂」，但是希臘文譯

本則譯為「以土買」(即以東)。因此，這可能是雙關語，既是

守望者回答以東人(西珥)的話，但又是無言以對的回答。 

 「早晨將到，黑暗也來」是指光明一定會來到，然而黑暗也仍將

會持續一陣子。這似乎是每個時代的寫照。 

 12b 節的口氣是鼓勵性的，意思是：「如果你們真的很想知道，

就問！回頭再來！」。這「回頭」與「來」都是命令式的，也

是鼓勵我們作為時代的守望者，要為神的國度代禱。 
 

II. 將來埃及和亞述人也必認識耶和華(19:21-25) 

1. 將來埃及人必認識並歸向耶和華(19:21-22) 

 在主後第二到第七世紀，埃及曾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有許

多埃及人信了主。直到如今，埃及仍有上千萬的基督徒。 

2. 當那日，亞述人也將與埃及人一同敬拜耶和華(19:23) 

 在以賽亞的時代，亞述是以色列人的侵略者，他們也會敬拜

耶和華嗎？先知的預言是何等令人驚訝又難以置信！ 

3. 將來亞述、埃及和以色列將一同使世人得福(19:24-25) 

 在這個預言的最高潮，神以「我的百姓」、「我的工作」─

這原來只用來稱呼以色列人的專有名詞─來稱呼埃及人與亞

述人，甚至說這三種人都將使萬民得福。對普世宣教而言，

這是何等令人感到鼓舞與期盼的應許！ 
 

III. 當代宣教的應用 

1. 從第二世紀開始，福音就已傳入羅馬帝國與波斯帝國之間

兩河流域上游的一些小國─即原來亞述國所在地。那裡成

為中亞地區基督教的中心。同時，埃及也曾是早期教會的

大本營。因此，這個預言曾局部應驗了。雖然如今埃及和

亞述(今日的伊拉克和伊朗)都是伊斯蘭教的地區，然而這

預言終將會在彌賽亞再臨之前完全應驗。 

2. 今天當我們看到普世伊斯蘭教的勢力崛起，而西方國家基

督教卻急速的滑落時，我們不免憂心忡忡。但是我們應當

從屬靈的角度來透視(put into perspective)，因為耶穌曾說：

「天國正強有力地進入這個世界，然而暴徒仍然想抓住

它。」(太 11:12)。因此，在這個正持續進行中的屬靈爭戰

裡，我們不要灰心喪志，必須堅持不懈的廣傳福音，因為

主終必得勝！ 

 

 

 

 

 

 

 

 

 

 

討論問題： 
1. 神藉著先知預言普世都將歸主─甚至包括埃及與伊拉克等這些伊斯蘭

教國家，這個應許對我們推動宣教有何鼓舞和意義？ 

2. 我們對於穆斯林和伊斯蘭教地區有多少認識？我們有沒有機會接觸他
們？我們對他們有沒有負擔？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