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问责制的觉醒 

（The Accountability Awakening） 
 

“这个（与上帝国度相关的信徒义务和责任的）真理本身的极大光耀，须尽快从各种使之模糊不清的遮蔽中拯救出来……这教

义如此强大，能够有力地与末后信徒们那种自私而懈怠的景况进行抗争，任何一个思考这问题的人都别期待它所带给人的，除

了暴风雨之外，还能够有其它的什么东西……那些只要有一只眼睛的，也当观察到相关证据的恢宏辽阔，于是，尽管这真理带

着上帝的威严与可畏，尽管这真理展现出我们个人责任的深刻与严肃，他也照样会拥抱这真理的。”1 

- Robert Govett (1813-1902) 

 

“……一群活着的圣经解释者们（正在迎接神国度的问责制真理），并且这是一个随着世代演进而不断增长的群体。”2 

- William P. Clark (1864-1953) 

 

“我们很高兴能被看作这迅速增长的作家群体的成员。他们正在教导圣经真理方面做着开拓者的工作，搜寻着一个关乎更深层

次的个人责任的信息……这些真理不可能永远被压抑——圣灵此刻就已经在各处把这些真理摆放在信徒们面前。”3 

- W. F. Roadhouse (1875-1951) 

 

“（基督徒们正在）慢慢地醒来，去面对一个极其重要的责任真理。4 让我们痛心的是，有那么多的福音派人士居然会憎恶这个

关乎责任的真理……到那天，他们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发现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些（懊悔莫及的）信徒们会作什么感想呢？”5 

- D. M. Panton (1870-1955) 

 

写下以上引言的作者们，是当时的一些前千禧年派的基要主义者，他们也是永生确据说的捍卫者。同样是

这些人，传扬说，那些不顺服的基督徒（直到死前都没有忏悔的）将在审判台前遭受暂时的责罚，然后，

他们也会在面对基督将来的千年国度时，遭到排斥而不得进去。本书也将会表明，在人类历史上，许许多

多的那些其余的基要主义的领袖们，也是拥戴同样的这个教义的。这些人很高兴看到问责制这个真理，这

满有能力并且激励人心的火焰，开始在圣徒之中点燃起来。然而可惜的是，在后续的世代中，这些火焰却

几乎都被熄灭了；其后果也是具有相当破坏性的。而今，这宝贵的问责制真理，必须再度被复兴起来！ 

 

在自己所获得的应许和警示上，未能掌握全备真理的信徒，一直都难免会在灵命上，处于贫血的危险景况

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听到即将发生的大洪水的神圣警告时，“动了敬畏的心”（希伯来书 11:7）。圣

徒们在如今这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世代，也需要主的警示，好叫自己继续行走在圣洁之中： 
 

“否认这些严肃真理，将会导致麻痹，甚至毁坏了神赐给我们的那些最强有力的激励……也就是抛弃了一切本来要使那些倒退

者恐惧的警告，如此一来，反而就把那些人遗弃在，若不是刻意摆放在，某种中毒的昏睡状态里；这就把信徒的特权，驱赶到

责任的悬崖之外了……”6 

- D. M. Panton (1870-1955) 

 

 圣经劝勉基督徒们要奔跑着去争取那在耶稣未来的国度里一同作王治理的特殊奖赏： 

 

哥林多前书 9:24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25 凡较力争胜的，

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上文下理，指的是要在审判台前赢得冠冕。那么，在未来的基督的审判台前，遭受“弃绝”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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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M. Panton，【基督的审判台】，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伦敦:Chas. J. Thynne & Jarvis; 重印，Hayesville, NC: Schoettle, 1984）, 77。 



义是什么呢？保罗当然不是在担忧自己在永恒当中会失去救恩。然而，很多宣传永生确据的解经者，并没有照着类

似经文中的警告，加以充分整全的解释。其实在这里，保罗所竭力争取的，是在未来的神的国度中有他的位子。这

千禧年王国（即一千年）是给那些与罪恶、世界、魔鬼争战的信徒们的特殊奖赏（Prize）： 

 

提摩太后书 2:12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腓立比书 3:14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的奖赏。 

 

帖撒罗尼迦后书 1:5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马太福音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哥罗西书 3:23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象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24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

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25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加拉太书 5:21 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以上的经文显明，将来的千禧年王国是专门赐给那些忠诚信徒的奖赏。没错，所有的基督徒，都将会在永

恒里与神同在。那是神的每个儿女都将能够享受的基业。但是，千禧年的治理权，则有所不同，这是一个

双倍的份（double portion）。是那些头生的儿子才有资格来享受的（申命记 21:15-17，罗马书 8:29，希伯

来书 12:23）。这个满有特权的位置，只是赐给那些同基督一起，直面世界与罪恶，甘愿忍受苦难的基督

徒们的（罗马书 8:17，使徒行传 14:22，帖撒罗尼迦后书 1:5，等等）。 

 

那些不打算争取神国奖赏的基督徒，将会为自己的懈怠，而担负相应的责任。到时候，他们见到自己的一

些弟兄姊妹享受双倍荣耀的时候，这些不顺服的基督徒却是要为自己的过犯获得相应的回报（歌罗西书

3:25）。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的现代基督徒，正越来越藐视这整个的关于问责制的观点。他们被这瞎眼的

人文主义的世界所引诱，有受害于那些不断地从不信的粪坑中汲取养料的不可知论者、自由派神学家、心

理学家的影响。爱因斯坦就曾表述说，他不能理解怎么会存在一位想要赏罚自己子民的上帝！7 而约翰·.

斯彭（John S. Spong，一个自由派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也同样傲慢地嘲笑凡是牵涉到“父神将审判他的

圣徒”的种种教导。对斯彭而言，圣经教义中提到的，上帝将保存记录，为要在将来的审判日，奖赏或惩

罚各人，听起来就好象是“圣诞老人”般虚构的传说。8 

 

上帝，却不会被这种的人道主义所影响。带着他真切的爱，他当然要根据各人所应得的份，来奖励并

惩罚他自己的孩子们： 

 
箴言 13:24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希伯来书 12:6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启示录 3:19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本章仅对圣经教导的问责制真理作一点介绍。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对各种的反对意见一一作出

详细的回应。这真理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深刻得多。我们人性中的逆反情绪也将会跳出来叫喊反对它。若我

们希望更多的来了解这一激励人心的真理，我们就必须对上帝在这方面的所有的教导都如饥似渴地去认真

寻求： 
 

箴言 2:3 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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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 

 

 很多人将无法明白与敬畏耶和华有关的深层次的真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愿要去明白它！很多

的基督徒，不但没有勤奋地寻求在圣经中充分显明了的、这些严肃的问责制真理，反而是在逃避这样的真

理。1920 年代，克拉克（William Powell Clark 派驻执法官 Resident Magistrate）发现了，使得上帝的儿

女当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叛逆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 
 

 “神的一些亲爱的儿女们拒绝接受上帝会惩罚（不是在永生里面，而是在基督统治的千禧年之中）那些不结果子的信

徒，其真正的深层原因是：他们对于上帝的公义本性实在是缺乏认知。而接受在千禧年的统治期间，会对那些不结果子的基督

徒施行阶段性的惩罚，既可以确保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永恒功德，同时又能够保留下上帝的绝对公义性。”9 
 

黑暗中的觉醒 
 

“论到那必然到来的黑暗世代……神赐恩给我们，好让我们加入那些受苦的人之中，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他再临的时候，

得以复活，并与基督一同做王。”10 

- William Twiss (1575-1649) 

 

 “神啊，将我们摇撼吧。当复兴到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再次看到这个（国度问责制的）真理！”11 

- W. F. Roadhouse (1875-1951) 

 

纵观历史，很多基督徒都期待着在末后的日子里，将会出现问责制真理的复兴。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敌视

那些忠于圣经的纯正基督教信仰。早期的作家们都清楚知道，这些问责制真理的教导，将大大帮助那些渴

慕神的百姓当中的余数，挺身昂首地去面对末世必然临到的试探，而随着日子变得越来越黑暗，这些试探

也正在不断加增着（提摩太后书 3:13）： 
 

“……千禧年的冠冕和第一批的复活乃是一份奖赏——是那些为了基督而受苦、跟基督一同受苦者的报酬；正如我刚刚所说

的，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耀、一个特别的盼望，且是超越了单单被救赎的指望与荣耀的，是专门设计了要来安慰和扶持那些被逼

迫的信徒的：这样的逼迫，是在不久的将来，教会将集体的被呼召出来，要去经历与体验的。对此，我毫不怀疑……”12 

- William Burgh (1800-1866) 

 

 “赐给得胜基督徒们的宝座！可能吗？他们会与神子一同分享宝座？我们现在懂得了，当我们渡过末世最后日子的时

候，为什么一定会有可怖的争战与冲突。并且，为什么黑暗世界的王，要挑战每个想要‘得胜’的上帝的孩子们……因此，目

前正在与撒旦开战的每个信徒所要争夺的目标是什么呢？而且这样的争夺随着时代的前进必将越来越激烈，而在这里的核心目

标，就是那千禧年的冠冕和宝座……”13 

- Jessie Penn-Lewis (1861-1927) 

 

 “到了现在，这尊贵的（问责制）真理才显露出来了。正在临近的普世大逼迫，则很有可能作它强有力的温床，因为

那时的信徒，在丧失了现今的世代之后，才会更加看清、也更加看重那个将来的世代。”14 

- D. M. Panton (1870-1955) 

  

“现在，我坚信，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如同现在的世代，让这一教义（亦即作王治理与忍受苦难之间的关系）如此遭受轻

视，或者说，需要如此大的努力才能传扬开来……”15 

- Theodosia Powerscourt (1800-1836) 

 

 “……这个对于千禧年的期待，或许就会成为一个信念，也成为他们寻求避难的地方，好躲避侵袭他们的各种狂风暴

雨；也能够充当一个铁锚，确实而稳固，浮起和托住他们的灵魂。凡可能动摇他们在这信仰上的自信的，也必然会动摇和损害

了教会在大叛教的日子里的那些被动性的资源。而当那日子来临时，她将会饥不择食地希望掌控各样的资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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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Greswell (1797- 1869) 
 

 凭借信徒各人工作的不同成果而作出区分，并拿未来的国度作为奖赏，这样的真理，必定在大灾难

时期得以复兴（马太福音 24:14）。不过，在这末后日子尚未进入灾难期的时候，当我们继续看到各种舞

台正逐渐被搭建起来，引致末世的初步迹象不断显露时，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说，这关乎国度的问责制真

理，在基督徒被提之前，就必然会逐渐地被复兴起来。 

 

 著名的浸礼会传道人察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1834－1892）也预见到（虽然是间接

地）这样的真道，亦即神国度的问责制的真理，会在末了的日子里得到复兴。罗伯特·格维特（Robert 

Govett 1813-1901) 活在司布真的时代，也是这激奋人心、严肃警醒的真道的忠诚捍卫者之一。在回应

《沉沦的争论》（Downgrade Controversy）时，司布真与那些同样持有类似于格维特的问责制观点的人们

（如：G. D. Hooper, Fuller Gooch），共同签署了一份有关前千禧年教义的宣言。格维特勇敢地捍卫了宝

贵的永生确据说（Eternal Security）；但是他拒绝将圣经中针对那些不敬虔基督徒的警示教训兑上水分。

他公开在自己的书和期刊上辩论与捍卫自己的观点，曾一度激起相当大的风波。针对格维特的观点，司布

真（C. H. Spurgeon）预见到的是： 
 

“当我们说到我们尊崇和敬佩这位作者、布道家的时候，我们是由衷而言的。他的著作在未来的世纪将更加得到人们的赞许，

远远超出在我们这轻佻的时代所受到的承认。”17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预见到： 
 

“那日子将要来临，当前的偶像将会毁灭，类似格维特这样的人的作品将获得好评，会被人视为极美的精金。”18 
 

这样的一天已经来临！格维特（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前千禧年派的基要主义者，比如：Pamper, Panton, 

Craig, Tilney, 倪柝声, 等等）挺身捍卫过的问责制真理，在今天的基要主义人士当中，并且在保守的福音

派的圈子里，正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复兴。反叛期的腐烂果子（在 1950 和 1960 年代曾经招摇过市），已

经满有讽刺意味地，在上帝的剩余百姓中激发出反作用，这实在是振奋人心的事情！我们迫切地需要马上

就回到有关基督审判台的那些全备的教训中。 

 

贝克尔（Ernest Baker）的话，作为本书引言性质的第一章的结尾，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贝克尔（1869 年

出生）得以出名，最主要的是因着他的书《圣经中的那些复兴》（The Revivals of the Bible, 1906）。这本

书，被赞为有史以来，关于圣经中的诸多复兴，所有被人写过的书中最具深度的一本。19 贝克尔是南非开

普顿的浸礼会牧师，也是《深夜呼声》（The Midnight Cry）和《南非的浸礼会》（The South African 

Baptist）书刊的编辑。他如此写道： 
 

“复兴，是如何来临的？她来时，形式多样。我却要强调指出其中的一个形式：那就是，她将以被人用全新的方式所传讲出来

的真理而出现……当任何新真理显出光亮、或被重新发掘出来……她就取代了非真理……我要表明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真理

是尚未被人们掌握的，但确实是上帝已经在他的话语中早就阐明了的？而这真道，如能坦然无惧、字正腔圆地被传扬出来，将

会激发神的儿女们，点燃他们里边挚热和新颖的火焰呢？我相信是有的……这等候你我宣扬出来的真道，这定会将神的百姓点

燃起来的真道，乃是来自至高处的呼召，而该呼召的奖赏，就是与主耶稣分享千禧年统治的治理权……这真理之光照耀到我，

是在大约三年半前。我立即开始以舌头和笔墨来宣扬这真理。但是，当时我发现，很多善良的听众、优秀的工人，去还没有准

备好要接受这道理……他们认为，如果说（我们的主）将在一段时期内将某些信徒排斥在千禧年的荣耀以外，不让他们分享

（主人的快乐），这样的道，是永远不应该被传递的。我遭遇到那样的反对，确实迫使我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都在

继续地做更深的挖掘，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挖掘，我现在，则是确实地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了，我就祷告说，再不要允许我里边

对这真道的见证被人浇灭了。这真道已占据了我，它点燃了我。我确信，如果这道被坦然无惧地宣扬出去，它必将证明自己，

并且要将那些自命不凡的、安逸散漫的信徒从睡梦中惊醒……那些离开埃及和摩西一同出来的人，是凭着信心出来的……‘但

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神起誓说，他们必不得进入他的安息。这些人被排斥在迦南美地之外……这就是那些不忠

心的信徒必然要面对的危险；被排斥在神的安息以外，被排斥出神的迦南，亦即被排斥在千禧年的美地之外，亦即那一千年的

                                                         
17 Charles Spurgeon,【利剑和瓦刀】（The Sword and the Trowel），（伦敦: Passmore & Alabaster, 1883），512。 
18 Charles Spurgeon,【利剑和瓦刀】（The Sword and the Trowel）（1881），480。 
19 参见 http://www.revival-library.org/catalogues/biblical/baker/ 



统治期。”20 
 

但愿圣灵保惠师，赐给那些饥渴慕义的读者们更多的智慧，使他们能够领悟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箴言

2:5）；也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神国的道”（马太福音 13:19-20）！ 

 

                                                         
20 Ernest Baker,“给今日的一个抓住人心的真理”，【破晓】（1925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