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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人们往往很容易赞同普救论，即所有人都能得救的观点。似

乎有许多人都没有机会得听福音，怎能不让他们进天国呢？我们

还知道上帝是慈爱的，祂不应该拯救祂所有的儿女吗？ 

首先，它破坏了传福音的整个过程。如果结果是一样的，为

什么还要传福音呢？人为什么要战胜罪？还有赎罪：无论人是否

相信上帝，是否认识上帝都会进天国的话，基督还真地需要受苦，

并冒着永远丧亡的危险呢？耶稣来为要彰显父的品格，使我们与

父和律法和好。但如果行为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基督在

我们里面医治我们的罪病，使我们符合律法的要求。 

毫无疑问，上帝想让所有人都得救。但祂必须感动所有人，

必须如此努力地争取我们的全部原因，乃是因为人类在拒绝祂。

如果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将敬拜祂，与祂永远生活在一起的话，祂

为什么还要感动我们呢？那样岂不是违背人的自由意志吗？如果

人不想得永生呢？如果他们不想永远敬拜上帝呢？上帝会强迫他

们改变想法吗？祂会强迫她们与祂和好吗？ 

有人认为，一旦人们最终看到真理，他们就会接受自己是错

的，承认自己的罪并从而得救，但这是假设所有人都会接受真理

的普遍原则，并乐意采纳之。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否定了自由选

择的现实和我们要做选择的责任。 

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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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等人：得救的和灭亡的 

普救论反对圣经的核心原则之一——义人必然得救，恶人必

被定罪。让我们来看一节说得很明了的经文： 

!"#$%&'()*+,!%&'-./01 23423567

从表面看来，这些经文提到了两等人：得救的和被定罪的。

现在想到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被定罪”是不快乐，而是非常痛

苦的。这节经文要求我们要采取行动。什么行动？下决心研究圣

经、祷告、分享，并努力确保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相信并得救？

我们是不是说“被定罪”只是意味着一个短暂的艰难时期，不信

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进天国?有些人可能会说，是的，不信的人会被

定罪，但那只是暂时的——在死后，“被定罪”的人会以某种方

式(洁净，炼狱，火的净化等等)进入得救的行列中。这真是圣经

的教导吗？ 

圣经教导不信的人也能得救，“被定罪”的并不是真地被定

罪，而是也可以意味着得救，只是与第一种人得救的方式略有不

同?圣经明确提到了两等人。混淆这一区别就是破坏上帝试图表达

的观点。圣经中最著名的一节经文明确地把人分为两等： 

89:;<&=>?@%ABCDEFG&HIJ!@%&

,>KL&M)NB70O P42356 

这节经文建立了两个对立面：一黑一白。这节经文清楚说明

有由“信”来加以区分的两等不同的人。这里的重点不是在灭亡

上，而是要意识到这两等人是有区别的，因此不可能是一等人。

一等人要得永生，另一等人要灭亡。这节经文把“灭亡”的人与

得永生的人分开了。如果你得不到永生，就应该理解为当你没有

永生时，你有的只是死亡。如果“灭亡”只是暂时的死，就破坏

了这节经文中的分类。倘若这两等人实际上没有显著的区别，那

么圣经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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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89%SCTQBU&VQ89%SCTVQBU7

0OI W42X567

在上面列出的三节经文中，每一节都用简单的逻辑给出了这

些词语的明确定义。 

1. 信=得救，不被定罪（可 16:16）。 

2. 信子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3. 有了上帝的儿子=生命，没有上帝儿子就没有生命。  

在每种情形中，“信”都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不”一词的

使用都在得救与不得救的人之间形成了显著的区别。如果把每个

公式的元素反过来，就会得出以下公式： 

1. 被定罪=不得救 

2. 灭亡=没有永生 

3. 没有上帝的儿子=没有生命 

对于坦率的读者来说，其逻辑是清晰、简单、明白无误的。

有两等人：一等得救，一等灭亡。  

很显然，人类没有能力知道具体谁处在哪等人中，因为对我

们而言，信心是看不见的。但仅因为我们无法说出到底谁能否得

救（尽管有些指示能帮助我们知道），不意味着就没有得救的一

等人和不得救的一等人存在。 

人若不相信得救与不得救两等人的区别，就有必要解释一下

那些在第二次恶人复活（千禧年结束后，启 20:5-8）中复活的人

实际上是如何得到生命与上帝儿子的？因为根据圣经，没有上帝

儿子的人就没有生命，并且下面这类经文又表明没有第二个恩典

时期。 

!"#$%&&'()*%*+,(-./0 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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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从此处开始。必须承认，从表面上看，

《圣经》的教导似乎明显反对普救论。要改变这种看法，就需要

一种非常系统的方法，继续与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观点保持一致 

我们将看一些用于支持普救论的经文。这样做是希望那些以

这一理论为主题的人,能用米勒耳的规则更广泛地建立他们的立场,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严重影响,并解决这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和实际后

果。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我们对救赎计划的理解中,深入思考

一些有争议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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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的所有人都会得救？ 

YZ[\]%&^'D]_F+`ab[%&^'abF6

c8%defgh[)]i70j 2X4P567

Yklmn'goZpq%r+c8%drf'hF)]i7

0j 2s42s56 

通过“地上的万族”和“地上的万国”都必“得福”，就能

理解为地上万族的万民都必得救吗？所有人都必得福，就没有人

受咒诅了吗？第一节经文的第一部分似乎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

果“万族”都因亚伯拉罕得福，那么为什么还说，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呢？所以，是万族呢，还说一些族呢？万国还是一些

国？我想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是万国中的一些人。 

我想我们都赞同：这里指的是亚伯拉罕的福音应许，以及他

的后裔要借着基督（那子孙）承受全地。万国都必得听基督，有

机会改变，从而得福，但未必所有人都会接受之。保罗解释了我

们应如何理解这节经文： 

Ytu&[Ggvwx`u!Zy%<&Tzklmn%

C{6s7 |}~��(����&89gH��<h!�

�&T���]�Eklmn&�x�drf'h[)

]6��7 1�`u!Zy%<�Q!�%klmnI�)

]6����Hklmn%]&h����1u����

<&�^Gh!)�t ¡%~¢0£ P4¤¥�¦2§56 

借着基督，每个国家中都会有一些人因信得福。所有人都能

得福的唯一途径是所有人都有信心。所有人都信基督吗？情形并

非如此，因为： 

Y¨H^G©ª«¬®<%¯&hZ<,fzQ!�i7

0°± P4X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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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基督，也非所有人都相信上帝的应许；他

们不想悔改；他们不想进天国，而上帝也不会强迫他们。然而，

万国和万族（宗族/家族）中的一些人必接受而得福，因此，尽管

有人拒绝相信，但“万国都必得福”的应许还是真实的。这福分

必临到万国。这种解释也符合之前提过的两等人（得救的和灭亡

的）。 

因此，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启 21:24-26。这里的“万国”指

的是来自万国中的有信心的人。 

Y²rg³´%µ¶·¸+c8%¹º'?»¼%½¾¿

_`´6XW7 ´ÀÁÂÃ,ÄÅ&³`¶ÆVQÇÈ6X37

<'?²r%½¾ÉÊË¿_`´i70Ì X24X§¥X3567

那些因与基督同行而得成为义的人是列国的荣耀与尊贵，与

接下来这节经文中提到的那些没有行在信心中的人形成了对比： 

YÍ,ÎÏ%&|`·1Ð_ÑÒÓ%&Ã,)Ô`´+

ÕQÖ×Ø³ÙÚBUÛ8%Ü)ÔÝi0Ì X24X¤567

有些人不会得到上帝的应许，上帝也不会强迫他们接受。当

他们拒绝时，结果就是不义，正如启 21:27所说的，他们不得进去。 

这里重申的是列国中忠心的人： 

[GÞ²rß©%<&gI�àáâã6`äå�æçè

éÉêë,ì*<í%&î«vï6X27[Ggð�ñ�

[G%¬&òFGóôõö6÷Þøùú�û÷Þ8øð

�û,z^��üýûþR^u�&ÿVQ89+^z!

�%89&"z*#+þR^u�&ÿVQ$í6XX7c%

%<f&'(^&T')*+hZ^z89&ÿVQ$í7

0) §W4X*¥XX576 

这部分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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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预见到上帝会因信而使外邦人称义，就预先把福音传给

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 3:8-9)。 

万国=万国中有信心的人 

Y¨H^G©ª«¬®<%¯&hZ<,fzQ!�i

0°± P4X56 

所有有信心的人≠所有人 

万国≠所有国家中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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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及其背景 

我遇到过的另一个论点就是：“灭亡”（希腊语是 Apollumi, 

G622)实际上并不是灭亡的意思。 

在讨论希腊和希伯来词语时，有一些因素需要予以考虑。首

先，要考虑写作时的语态（主动语态的“消灭”，还是被动语态

的“被消灭”）及其背景（谁/什么在做，做在谁/什么身上）。

我们不能把一个背景下的意思拿出来，直接用在另一个背景下，

就是英语也不能这样做。如果我说：“昨天在打网球时，我被杀

了”，不是在说我死了，而是说我球输得很惨。何况对于不是我

们母语的语言，我们该何等谨慎啊！ 

根据赛耶（Thayer）的定义，apollumi 一词有两种含义： 

1. 消灭 

a. 彻底放弃,废除,终结毁灭 

b. 使成为无用 

c. 杀害 

d. 宣告必须将某人治死 

e. 喻指在地狱里陷入永恒的痛苦 

f. 灭亡、失丧、毁灭、除灭 

2. 消灭 

a. 失去 

惯用的路 15:4 的例子说明：这并不意味着永远失去。 

[G+,÷QI-ÕÚ.Ý0/01223455IÕ&,6�78

7Õ9³:;ÉÝ<`.Ý%Ú&=�<�>û7

我们能把这里的“失去”翻译为“杀害”吗？不能，这说不

通。 

请思考太 12:14 的内容： 

?@)<AÝ&õöBC1uþK0/012234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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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把这里的“除灭”翻译成“失去”（或“使失去”）

吗？“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使耶稣失去。”我们可以这

样翻译，但我们怎能确保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呢？圣经有过一个

人使另一个失去的经文吗？如果没有，这节经文这么翻译就是错

误的。 

我们要考虑使用一个词的语境。我们看所有用过“grill”

（烤）一词的经文，会发现这个词有时是“审问”嫌疑犯的意思

（我盘问他的信息）。然后我们就可以说，一个烤肉的厨师正在

审问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会立刻告诉非母语的人，那种解释说

不通。因为希腊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我们就更容易误解之。

为避免这个问题，需要采用一些原则。对于一种我们不熟悉的语

言， 在认为“烤”一词可以这样使用前，我们应该在其他地方找

到厨师审问肉的用法。我们还必须仔细注意，这个动词是主动、

中性还是被动的意思。 

^GgD.IEF³G.HI+%JKL�&T'MNO

�tQPÄ%HI!Q6R+IE!QTzxvwIST

U³RFVWXHI+zYZ�[�EF%6\Y&Y]

]�^%ISTU&Ãz³_`G.HI+uG.%ab

�[IEF&`c^G³P�%HI+dAR+IE\C

Tz,�e%&"z fg³�EGh%ij&FG%k

lmn,�&hZ�EFÞopk�8ãq&1urs,

tIEkl6\Y&IEu<�v�F%wxZYyi&

|}z{|c³}ãâë~<�xY`�ygã��^

GRi&��F�c��I-�&�����_RFù�

,�&zYI���%��gÞ�8���ãi%kl&

Tz�,j¬%6�C��zI`��&hZ^GvwF

³ R F ù � Þ � [ u r s � � ` k l 6 

(https://rethinkinghell.com/2012/10/27/the-

meaning-of-apollumi-in-the-synoptic-gosp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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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如果我们看每次 apollumi 这个动词在主动语气中的用

法，即一个人对另一个这样做时，总是杀害的意思（在钦定版中

译为“除灭”）。这个词从没有过“失去”后又被救出来的意思。 

在太 2:13 中，希律想杀死婴孩耶稣。 

在太 12:14中，法利赛人聚集商议怎样除灭耶稣。 

在太 21:41（凶恶园户的故事）中，葡萄园主杀死了凶恶

的园户。 

在太 27:20 中，长老和祭司长挑唆百姓释放巴拉巴，除灭

耶稣。 

在可 3:6 中，法利赛人商议除灭耶稣。 

在可 9:22中，被鬼附身之男孩的父亲告诉耶稣，鬼屡次把

他扔进水里、火里，要灭他。 

在路 6:9 中，耶稣问在安息日救命害命，哪样是合法的呢？ 

在这几种情形中，没有一次是带着能再次找到并复原的希望

而失去的。法利赛人不是策划要失去祂，后来再使祂复原。希律

想“杀死”婴孩耶稣，以一种日后可以再重新恢复的方式夺走祂

的“幸福”吗？不，他想要祂死。 

再者，在失钱的比喻中，我们不能说一个“灭亡”的钱或我

“杀了”那块钱，因为这个故事显然是有关丢失的一块钱，而非

死了的一块钱。因此，我们就要假定“毁灭”一词的第二种含义，

也就是翻译者所做的，因此称之为“失落的”一块钱，而非“死

了的”一块钱。  

把这个主动动词用在羊身上的背景与用在人身上是不同的，

因此用这个定义也是不合理的。在浪子的例子中，apollumi 使用

的是被动语态（他被丢失，又被找到了，即失而又得），因此不

能等同于主动语态。“死而又得”这种说法说得通吗？属灵意义

上或许说得通，但对于正常的普通人来说，死人是不能求助，并

被视为“找到”的，因为死人不能说话。故此，这里翻译成了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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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消灭” 

�ô&&ù%;�-��VT�KR0ó± P43567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这节经文中的“消灭了”一词，不是永

远灭亡的意思，因为挪亚及其家人继续生活下去并恢复了地。但

这里的“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意思？赛耶辞典说，它可能意味着

“地上的居民”以及所有“属世的财物、才能、富足与享乐”等。

我认为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地没有被消灭，消灭的是人及其梦想和

享乐。那个洪水以前的文明从未复兴过。我们不能从这节经文中

推断：因为世界由于挪亚一家而得以继续维持生命，所以所有洪

水以前的人就会重获新生并且得救。 

有人认为 apollumi 从未指代过永远的死亡，而只是身体上的

死亡。但这是约 3:16的意思吗？ 

89:;<&=>?@%ABCDEFG&HIJ!@%&

,>KL0/012234557&M)NB0O P423567

在这节经文中，apollumi 一词是身体的死亡的意思吗？不，

因为许多信基督的人现今正在坟墓中。门徒相信基督，然而他们

的肉体已经死了。倘若他们的肉体并没有死，那么他们早就该直

接进天国了。因此，这里的 apollumi 一定指的是一千年结束时第

二次的死。  

�Q��%É,!%É1Ð%É�<%É� %É·¡¢

%É�é£%&�IJ�Ò¤%&FG%¥T³¦�§¨

%©ª¶+�z«¬�%0Ì X24s567

如果所有人都活下来了的话，就说明永生与灭亡有着相同的

意义。但在约 3:16 中，那两等人是彼此相对的，而非平行的。如

果这句话意味着所有灭亡的人都会得到永生，那么这节经文就应

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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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灭

亡的人都得永生。 

或至少 

叫一切信而灭亡的人都得永生。 

然而，那节经文并不是这么说的。它列出了两等人，灭亡的

和得永生的。然后，经文指出了得生命的条件——信基督。 

不至灭亡 

反  

得永生 

人或灭亡（在恶人复活时永远死亡），或得永生 

我无法看出这节经文是那些灭亡的人会得永生的意思。若果

如此，这节经文就没有意义，那个对比也毫无意义可言了。普救

论（或普世复原论）意味着那些相信的人将得永生，那些不信而

灭亡的人也能得永生。 

灭亡 ≠ 永生 

信 ≠ 不信 

相信会带来永生 

不信会导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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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悔改？ 

也许有人会认为，是的，你必须有信心去相信。然而，这件

事也可能发生在人死后。复活的恶人都可以悔改，从而与上帝和

好。事实上，他们会这样做(根据普救论)，因为上帝将在祂爱的

完全中启示自己，而这将使所有的恶人悔改。    

这充其量就是一种假设，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证据证

明这是可能的。上帝把今生赐给我们作为恩典时期，让我们现在，

在临终前悔改，从而在义人第一次复活的时候被点名，而我们却

要给人死后悔改的希望，这在我看来是极不负责任的。我是否应

该假设，在圣经中所谓的恶人复活后，我仍然会得永生呢?   

我邀请普救论者解释一下，人死后怎样、何时、为什么、在

何地能与上帝和好？有任何圣经依据吗？有任何一节经文说，我

们死后仍能悔改、转离罪而行善吗？我看到的只有这种经文： 

®�.U&<<fQI&±}Q¯°70ã �4X¤567

这节经文似乎在说，人必须在今生做出决定。救恩是一种必

须被接受的恩赐；它是有条件的。它是永生的应许，是必须相信

或拒绝的。如果无需做选择，那么为什么还要传扬呢？ 

@"±FG�xY[G²³��Ý&�]�Ed´µd´

xÆ¶TÍ#·%¸�6237!"#$%&'()*+,!

%&'-./i01 2342W¥23567

上帝给人不信的选择；我们可以自绝于生命的源头。祂赐给

每个人充足的时间，让我们在今生做选择，乃是公平的。如果所

有人都必得救的话，为什么还要有这些条件性的陈述呢？这难道

不会掏空我们的福音和真理的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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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会得救，不信，你也能得救，因为没有人会被定罪。

这节经文并不是这样说的。耶稣的门徒没有为无足轻重的事而舍

命——他们传道，因为他们认为人的命运悬而未决。  

当保罗说这句话时，他的意思是那些“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的人，将与基督永远在一起吗？ 

¹º�»d»¼��xY89%w�qE[GÆz &%

+Õh[G½¾�w&¿.»¼,À)NB&^GTÁÂ

��<Ýi0Ã 2P4§3567

福音信息是说：“所有人都要进天国，赞美上帝！要在现在

行善，好使你在进天国时少受痛苦”？不，而是要悔改，“因为

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

是永生”(罗 6:23)。我们有权不接受那白白赐下的恩赐。所有人

都想进天国吗？在某些宗教，如佛教，毁灭才是他们的目标（被

称为涅槃）。难道我们不允许他们如此选择吗？ 

有人或许会说，末时的火会使他们与上帝和好，使他们意识

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支持这一论点的经文在那里？再者，我们要

如何宣扬呢？“你或许想灭亡，但在末时上帝爱的火焰中，你会

意识到自己是需要得救的罪人，然后你就会改变想法而接受永生

的恩赐”吗？普世复原论教导：这场火将根据我们的罪来使我们

受痛苦，洁净我们，使我们的心灵发生改变。火不会被视为折磨

吗？上帝要用火来使我们受痛苦，直到我们接受祂？ 

我们怎能宣扬说，在今生拒绝上帝的人将被迫接受祂，以某

种被洗脑的行尸走肉的状态永远生活在天国中，其今生所做的决

定都无关紧要呢？ 

��ÄTz89DE^GNB+�NB¨z³FSC¶Å

62X7<QR89%SCTQBU&VQ89%SCTVQ



 

15 

BU62P7^?�ä¤ØE[G!Æ89SCÖ%<&g

H[Gvw»¼QNB0OI W422¥2P56 

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儿子吗？我们要教导说，那些拒绝并恨恶

上帝，恨恶祂的律法、恨恶祂的真理与祂的儿子，而不恨恶罪且

行恶的人还能得永生吗？这岂不直接违背上述经文吗？无论他们

做什么，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不要上帝的儿子和生命，而实际上他

们还是会都有上帝的儿子和生命吗？再者，这岂不使上帝为拯救

我们而做的一切工作成为笑谈了吗？上帝已赐给我们相信的自由

与不信的自由。否则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经文，说人可能不认子呢？  

Í,ÇC%&TVQÈ+µÉ¸ÇC%&ÊÈ¨QR7

0OI X4XP56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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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是承受的 

为了真正遵守米勒耳的规则，我们必须调和所有关于谁能得

永生的经文。说“毁灭”一词不能提供毁灭的决定性证据，无法

解决人类需要承受永生的问题。人本身没有生命。人类不仅需要

不被毁灭，还需要承受永生。每个人都能承受永生吗?这是给所有

人的既定事实吗？ 

QIEËÌ���xYÍÎ%ÏC&^ÐÑÒcÓÜ1u

Ó#NBûi0Ô 2s42s567

这个青年官假定他能承受永生了吗？耶稣有回答说：“所有

人都能承受耶稣，但有些人必须比其他人更圣洁”吗？没有，耶

稣回答说： 

ÕU[zÖ)%xY,1×�+,1�<+,1ØÙ+,

1T��Ä+&ÚÛÈxi0Ô 2s4X*567

我们需要遵守诫命，根据律法行义，并且唯有借着耶稣才能

做到。我们若不义，没有基督，就不会有承受永生的希望。 

89ÜkHFGvw&�ÝÞ³��<+QZßàá%½

¾&Tz��³[G�¶oRQ½¾%â(70ã 24X¤567

äH^Gh@%å)�Z�&1uæ�NB%â(oZ±

ç0è P4¤56 

所有人都已成为后嗣了吗？根据西 1:27, 我们需要基督在我

们心中，以拥有那盼望，然后我们才能成为后嗣。保罗明确指出

了这一点，并警告我们不要自欺，认为所有人都将以某种方式承

受永生： 

[Gé,v,�%<,ìÓ#89%rýû,g»êë«

ìz� %É�é£%É×�%ÉTíî%Éïuð%É

2*7Øñ%Éòó%Éôõ%Éö÷%Éøù%&f,ì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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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r6227[G+,¨Q<Þâz�C+ÉYú[G

Æ#����%Ö&|û�^G89%¢&��$Ï&o

~&��R0üâ 34�¥22567

除非哥林多教会中的一些人接受基督，否则他们就无法承受

上帝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是未得

救，不能进入永生的，但他们已被洗净、成圣、称义。人有可能

不承受永生。称义和成圣是人今生必须经历的成为义的过程。 

^GÜ[Gý<fþA�C%ÿ!&�[GQ"#%ú(&

I=�$62X7|},%&&Ãg'?`äæ!��()Ó

# ¡%<0ã 3422¥2X56 

我们能承受诸般的应许并非一个既定的事实，我们乃是要一

直到底，成为“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在信心上殷勤是

很必要的，而非只是假定我们都能进入永生，因为所有人都能。 

甚至在《启示录》结尾处，约翰还明说有两等人： 

)*%&'Ó#�äZ+x^gTF%89&FgT^%

SC6�Q��%É,!%É1Ð%É�<%É� %É

·¡¢%É�é£%&�IJ�Ò¤%&FG%¥T³¦

�§¨%©ª¶+�z«¬�%0Ì X24¤56 

一等人是不信的、可憎的、胆怯的、杀人的、淫乱的等等，

而他们必不能“承受这些为业。”那些能承受万有的乃是得胜的

人。人要在今生得胜，而非在将来某个时间得胜。请谨记来 9:27 ：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上帝必尊重我们在今生做出的判断，正如拒绝保罗和巴拿巴

的犹太人，保罗曾对他们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徒 13:46)。“你们怎

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上帝必不会推翻我们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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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会用末时属灵的火来强迫我们改变自己的判断吗？这岂不与下

面这节经文相悖吗？ 

,�%&HF,-,�+./%&HF,-./+Z�%&

HF,-Z�+~Î%&HF,-~Î0Ì XX422567

普世复原论教导人：火必洁净不洁不义的人，使他们成为圣

洁公义的。然而，耶稣的这句话乃是在宣告：人的道德品格是在

今生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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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册 

圣经最后以这节经文为结束： 

Í,ÎÏ%&|`·1Ð_ÑÒÓ%&Ã,)Ô`´+

ÕQÖ×Ø³ÙÚBUÛ8%Ü)ÔÝ 0Ì X24X¤567

每个人的名字都被写在生命册上了吗？ 

Í)*%&'�C0Á1&^¨',ÞBUÛ823F%

Ö+}g³^ÈÅâ&�^È4�UÅâ&ÇF%Ö  
0Ì P4W56 

唯有得胜的人才能在生命册中。我们能说他们可能在审判中

被属灵的火焚烧时得胜吗？那么，就会有人说所有人都能得救了，

而这种说法却破坏了这句话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凡在那的人，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

名。”得胜就暗示有可能不得胜，但普世复原论则预定所有人都

能得胜。你所需要的就是要在那里。这种观点就使这节经文和许

多其他经文变成了一场闹剧。  

它也使生命册成为不必要的了。如果所有人都能得救的话，

为何还要提到那些在生命册中的人呢？倘若所有人的名字都会被

记在天上，那么当门徒的名字被记在天上时，他们为何还欢喜呢？ 

("&,gh56R[GT78&gh[G%Ö9:³�

878µÔ 2*4X*¸67

我们知道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些人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Í;³c8ÉÖ×Þj;uãVQ9³-�ÙÚBUÛ

8%<&fg�< 0Ì 2P4s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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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兽像之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我们是否在说，在后

来的某个时间点，他们的名字也会被记在生命册上呢？有哪节经

文这么说的呢？ 

=Q<Ö×V9³BUÛ8&FT->³©ª¶7

0Ì7X*42W567

火湖怎能洁净他们，使他们的名字突然出现在生命册上？哪

节经文说最终所有人都会在生命册上呢？似乎只有经文说有些人

不会在其上。 

最后，如果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被记在生命册上，那么这节

经文还有什么意义呢？ 

�^8%�?&=Q<@ÝÒc&89'Þ�^8tØ%

BUA�~´@ÝF%¥0Ì XX42�567

有人指责说，有些人今生从未有过认识真理的机会，那么

赐给他们另一次机会岂不公平吗？ 

上帝已把亮光赐给了生在世上的每个人。 

那就是给生在世上的每个人带来亮光的真光（约 1:9）。上

帝的灵在世上每个人身上都做了三件事： 

@�ãR&TgH;<Z/ÉZ�ÉZ¯°&»¼BC»

¼µO 234s¸67

圣灵使世人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是，使所有世界上的人为罪、

为义、为审判。那些回应圣灵的人将在第一次复活中有份，那些

不回应或拒绝圣灵的人，将在第二次复活中有份，向所有人显明

他们对上帝与真理的仇恨，并在我们慈爱的父面前，在自己罪恶

的重压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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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6�Ó�TDE6ù�g�&Í³FG¶%&f

g��@%H�&TAãxX�7·Î%&IJ)B+T®%&

IJ./µO W4Xs¥X�¸6 

虽然有人从未听过基督的名，但他们却回应了上帝的灵，并

顺从了那对他们良心讲话的声音。   

VQK?%��<LhK?ÕDERMN<O=P�y|·

K?8%ÓL-»¼%Í�túQO&FGR(VQK?&

»¼Tz»¼%K?62W7�zþAK?%S[ç³FG�

¶&FGzT�LFG%wUVWO�T�Ä&|}FG

%lXYPZ[&\uZz&\uZT6¸237T³89û

����¯°<]ÞÓLtQ]Þ%l^�]_%/O%`

C&a�^%]�t?µº X42§¥23¸67

圣灵运行在世上每个人的心中，使人因现存于自己心中的罪

而为罪，为义，去行正确的事，并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

意味着每个人都已拥有认识真理的机会，因此，他们无可推诿。 

89%Ób&<tìvw%&Æþ�³<�¶&hZ89

��EFGþ�6X*7»Þ·�cuã&89%Nì�í|

z��1v%&Rzc,ì�&Éû�t·�T1uÖ

)&H<«1deµº 242�¥X*¸67

这是因为诸天宣扬了上帝的荣耀，借着圣灵，是非就显明在

人心里。当每个人在末后审判中站在上帝面前时，都要或定自己

有罪，或宣告自己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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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们的见证 

先驱们也反对普救论或普世复原论。我也将在此作以分享。 

摘自西尔维斯特·布利斯（Sylvester Bliss）著的《威

廉·米勒耳回忆录》： 

YfY89%¤zDJ%&�gô&³*ìDJzhi%6

�zqj��®<klùt��%ýû^%mno&Ôp

[»¼Í�%~t&[Tqrs�,�&\=Á%të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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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菲奇（Charles 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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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亚·李奇（Josiah L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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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伯勒（J.N Loughbo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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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A.T.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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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救论/普救复原论拒绝福音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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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爱伦的见证 

出于怀爱伦过去对复临信徒的热情带领，以及她如何一直作

为一盏指路明灯，带领我们进入所有美妙的现代真理的尊重，我

必须加上怀爱伦的见证。  

以下是《善恶之争》中有关这个主题的内容。对许多人来说

，这本书可能很容易被忽视，但对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它对我

们整个基督徒经验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下述内容中，怀爱伦用一

些圣经经文提出了许多论点，是任何想要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

徒转变为普救论立场的人所要设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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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使用了代表反对普救论或普世复原论教义之复临信仰的圣

经论点。以下是其他有关她对这个教义的起因和后果的陈述或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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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引用怀爱伦一段更有希望的话来结束这部分。她在其中

说到，天国里将有从未听过福音的人。虽然相信基督对得救显然

很重要，但基督的灵能感动人心，使他们即或没有许多神学知识，

却仍能遵照律法的要求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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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上帝在所有人的心中作工，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在善恶之争的背景下，对上帝和救赎计划进行系统与彻底的了解

更有说服人与父和好的能力。人类是有逻辑的生灵；上帝已呼召

我们，像保罗一样，去向人的心灵与思想传扬伟大的互相关联的

真理。我们的思想、决定与行动很重要，尤其是对福音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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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我来说很显然，无论普救论宣称在死后是否有一段恩典时

期，都是与圣经不符的。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在人进天国之前，

将根据自己的行为受惩罚，而这将阻止他犯罪，并清楚说明了暗

示永死之经文的实际含义。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它会使人以一

种费解与模棱两可的方式宣讲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并非它

所说的那个意思。即或我不信，也仍能得救吗？我认为，大多数

人都会立即失去研究上帝圣言的紧迫感。  

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此种信息将如何影响一个属肉体的人。

在今生放松、复活后痛苦与牺牲，和在今生因抵挡罪而受苦、复

活后没有痛苦与折磨相比，我认为大多数世人都会想：“我宁愿

面对死后的痛苦，也要享受今生的快乐。”或者他们会尝试在今

生得胜，但当遇到一点困难时，就会想：“哦，算了，我还是在

死后让上帝来洁净我吧，”然后在其基督徒生活中放松下来。保

罗是这样做的吗？ 

^zÖ×¼ã&Hã6^&å³^�]�E$<&»¼M

-½¾R0üâ �4X¤567

某些形式的普救论教导人们会在今生受到惩罚。这与我们在

世上的经验不符。许多恶人生活奢侈，没有受到罪恶后果的影响，

同时又不断地摆脱他们自私生活的罪恶感。当他们还没有面对他

们的创造者，并知道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是如何伤

害他和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他们在此生面对审判呢?当审

判的时候，当我们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面对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他们将来还要面对他们的创造主，得知耶

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如何伤害了祂与他人之时，我们

怎能说他们已在今生面对审判了呢？这是审判时要发生的事，我

们的行为将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面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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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想象耶稣的门徒能通过“要悔改，因为在一段短暂的

刑罚时期之后，所有人都必得救”的信息颠覆了当时的世界。此

种信息能让人心产生深刻的改变，让他们与世有别吗?能让司提反

为基督而死吗?人们甘愿为耶稣而死并传扬祂，乃是因为祂是战胜

罪的关键。没有祂，我们就进不了天国，因为“血肉之体不能承

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林前 15:50)。 

有这样一种想法:上帝将在复活时向所有人说明一切，然后所

有人都必悔改，并与上帝和好。然而，上帝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

呢?上帝的话已明说，称义的经验是今生的要求，为什么还要等到

那时候呢？这就是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的地方，相信祂必以公义施

行审判，相信是我们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徒 13:46)。洁

净的过程乃是在今生；上帝正在尽祂所能地在现在把我们吸引到

祂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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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今生严肃对待自己永生的问题，并决定如何根据

上帝的救赎计划来度今生的生活。让我们严肃地对待信心的问题，

并谨记：信心是得永生的关键。 

|})�[G!�%]'&Tz¢â%*å0óâ724�567

现在我们若不让好种子在我们里面生长，在我们里面施行改

变的工作，我们就可能永远丧亡，被关在新耶路撒冷城外。我们

必须在今生做出选择，在末时复活之时，上帝就不能再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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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等人：“洗净自己衣服的（英文译为：遵守祂诫命的）”

（第 14节）义人，和“城外”（第 15 节）的恶人。惟愿我们不宣

传在这两等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的道理。愿我们能吹出清晰的角

声。 



 

 

 

 

普救论 

上帝就是爱，所以祂会以某种方式 

让所有人得永生。 

这是所有形式的普救论的基本信念。然而，何为圣经的教导？

本书旨在回答这个问题，与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 

末时，临到信的人与不信之人的事会有所不同吗？  

有得救与不得救的人吗？得救与不得救是什么意思？ 

如何能把信心与自由意志融入到普救论中？ 

永生的对立面是什么？ 

有任何事物将被消灭吗？ 

战胜罪很重要吗？ 

普救论与传福音有何关系？与生命册有何关系？ 

与第二次的死有何关系？ 

普救论与在新耶路撒冷城内和城外有何关系？ 

普救论是在激励一个人行动还是不行动？ 

约 3:16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