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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千禧年 

何謂千禧年﹖何時發生﹖ 

基督徒要經過大災難嗎﹖(1129) 

經文﹕啟20.4-6 

詩歌﹕James Montgomery, 頌讚受膏的基督  (Hail To the 

Lord's Anointed. 1822) 

 「千禧年」(χίλια ἔτη)詞彙出現六次﹐見啟20.2-7。由

於對啟20章出現的「一千年」一詞解釋不同﹐在教會歷史

上出現有四種不同的千禧年見解。最早的是歷史上的前千

禧年派﹐不過到了奧古斯丁時代﹐就被無千禧年派思想取

代。宗教改革時﹐千禧年思想沒有大的變動﹐可是改教家

們認為教皇就是啟示錄的敵基督之思想﹐觸動了一種新的

末世論思維﹐即千禧年派(millenarianism or chiliasm)。其實

在12世紀時﹐就有Joachim of Fiore (c. 1135-1202)倡言主後

1260年(=42x30年)起﹐人類歷史將走入第三時代﹐即聖靈的

時代﹐這個新世代將是一個美好的千禧年。比較穩健的千

禧年主義首度出現在清教徒運動的獨立派﹐移民到新英格

蘭的清教徒即屬這一派思想。他們被稱為後千禧年派﹐而

末日榮耀即將降臨的思想﹐是他們漂洋越海的驅動力﹐他

們深信神要藉著他們在新大陸建立錫安﹐千禧年就要開始

了。在四種末世論裏﹐此派思想是最樂觀進取的。到了

1830年代﹐John Nelson Darby在英國開始一個新的小群運

動﹐即時代派。 

A. 三種千禧年派觀點(1130) 

 其實應是四種﹐因為時代論和前千派在釋經上的差異

太大了﹐不能說是類似﹐而是新穎的。我把四種說法的介

紹按它們在教會歷史上的出現﹐重新排列了。福音派應認

明末世論的研究是複雜的﹐包容異己是很重要的。 

3a. 古典千禧年派(1132) 

 前千禧年派(premillennialism)從初代就有﹐見圖55:3… 

 教會時代到末了時﹐有大災難臨到地上。之後﹐基督

再來建立千禧年國度。信徒復活和基督掌權一千年。不信

者多有轉向基督﹐得救了。耶穌要以完全的公義掌權﹐全

地平安。前千派的辯詞主要是根據於啟20.1-10。 

 在千禧年開始時﹐撒但將被捆綁並投入無底坑﹐以至

於他在地上不再有任何影響力(啟20.1-3)。但在千年結束

時﹐撒但要被釋放﹐挑起許多未信者的力量﹐與基督和教

會爭戰﹐但是他們篤定被打敗的。然後是末了的最後的大

審判。之後﹐永世就降臨了。 

1. 無千禧年派 

 無千禧年派(amillennialism)見圖55.1… 

 啟20.1-10描述教會世代。撒但對列國影響力大大式

微﹐使福音遍傳世界。與基督一同作王千年的人﹐就是死

後在天上與基督一同作王者。基督在千禧年的掌權是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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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它倡言將來並沒有要來的千禧年。其實「千禧年」

即教會時代﹐「一千年」乃象徵說法﹐言其久。 

 這個體系十分簡單﹐所有末日事件在基督回來以後﹐

立刻同時發生。 

2. 後千禧年派(1131) 

 後千禧年派(postmillennialism)見第55.2圖… 

 福音和教會的成長﹐都是逐漸加增的﹐以至於福音遍

傳﹐多人歸主。基督徒對社會具有重要影響力﹐而達成文

化使命﹐因此﹐「千禧年」的平安與公義﹐就產生在地

上。「千禧年」不必須是字面上的一千年﹔最後﹐基督才

將要回到地上﹐世人都要復活﹐受到最後的審判﹐而新天

新地將出現。然後﹐我們才進入永世。 

 後派的特徵乃是﹐它對福音改變生命﹑在世上產生善

果﹐十分樂觀。 

3b. 時代論(主流=災前被提派﹐1133) 

 前千派在19~20世紀在英美獲得廣泛的支持﹐但是在時

代論的架構下。(司可福的歷史七時代﹕無罪﹑良心﹑人

治﹑應許﹑律法﹑恩典﹑國度。) 基督的回來是在千禧年開

始前的大災難以前﹐首先是祕密的到達空中雲裏﹐將教會

提走﹔公開的降臨要在大災難結束以後。災前被提的前千

禧年派 (pretribulational premillennialism)可用第55.4圖來代

表。 

 「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17以後我們這活著還

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

(帖前4.16-17) 時代論者以為被提後﹐地上有大災難﹐長達

三年半(有稱七年)之久。 

 在此災難期間﹐許多預言將要應驗。猶太人群體會歸

向彌賽亞﹐並負起傳福音的大任。在大災難的末了﹐基督

才帶著聖徒回來﹐在地上掌權一千年。千禧年結束時﹐撒

但釋放﹐將有悖逆神的事發生﹐但至終挫敗。然後未信者

才復活接受最後的審判﹐之後﹐永世開始。 

 時代論持守教會和以色列之間清晰的分野。它堅持字

面解經﹐即「在可能的地方按其字面解」(“literally where 

possible”)。它堅持說﹐基督再來能「在任何時刻」發生。 

3d. 漸進時代論(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m = PD) 

 這是Grudem的書上沒提及者﹐但在時代論者中成為一

股新的派別﹐是1990年代後興起的﹐主要提倡者為Craig A. 

Blaising (1949~, PhD Dallas & Aberdeen﹐在西南神學院長期

教學﹐教父學專家), Darrel L. Bock (1953~, PhD Aberdeen﹐

在Dallas教學研究), Robert L. Saucy (1930~2015, ThM & ThD 

Dallas, 1958, 61﹐在Talbot教學)等學者。 

 PD仍宣信以色列與教會之區分﹑災前被提﹑七年大災

難﹑千禧年國度(彌賽亞在耶路撒冷掌權)等。 

 其相異觀點乃是新約神學思想之介入。因此PD對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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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時代之為恩典之括弧(parenthesis)或插入(intercalation)之觀

念﹐不以為然﹐而用救恩史漸進之觀念予以修正之。這

樣﹐許多時代論與恩約神學之間尖銳的對立﹐都改變或緩

和了。PD接受只有一個新約－那麼請問教會和將要蒙恩的

以色列還有不同嗎﹖－且是耶穌在最後的晚餐所設立者。

Blaising & Bock出過兩本書解釋什麼是PD﹕ 

Dispensationalism, Israel and the Church: The Search for Defi-

nition (Zondervan, 1992). 

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m (Bridge-Point, 1993).  

對於時代論者言﹐PD是悖離了反對恩約神學的觀點了。 

B. 考量無千禧年派的辯詞(1135) 

 傾向靈意(不是寓意)解經。有一學者說末世論有三問

題﹕主再來否﹖(若是再問)有千禧年否﹖(若是再問)主何時

再來﹖在這裏我們主要的辯論是「有千禧年否」。 

1. 有利於無千禧年派的辯詞 

 擁護無千禧年派觀點的人﹐提出以下的辯詞﹕ 

1a. 千禧年經文單薄 

 只有一段經文(啟20.1-6)…。無千派以為撒但所受的捆

綁乃是耶穌微行時所做的(太12.28-29)﹐祂「曾看見撒但從

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路10.18) 撒但受捆綁有一個特

定的目的﹕「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啟20.3) 五旬節以

後﹐福音向世上萬國傳揚﹐顯示撒但的權勢業已打破了。 

 啟20.4所描述的景象是發生在天上的﹕「我又看見那些

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他們都復

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而「頭一次的復活」(啟

20.5)乃是到天上與主同在﹑不是身體復活。 

1b. 只有一次的復活 

 聖經只教導一次的身體復活﹐如「28時候要到﹐凡在墳

墓裏的都要聽見祂的聲音﹐就出來；29行善的復活得生﹐作

惡的復活定罪。」(約5.28-29)「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

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徒24.15)「睡在塵埃中的

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

的。」(但12.2) 

1c. 罪及得榮不共存 

 得榮聖徒和罪人在地上同住的思想﹐難到接受不了。 

1d. 主掌權不容罪惡 

 假如基督在榮耀中降臨在地上掌權的話﹐那麼人怎麼

還能流連在罪中呢﹖ 

1e. 順理成章進永世 

 如果千禧年並沒有叫人信服﹐一旦教會時代結束了﹐

基督回來了﹐還有什麼理由延遲永世的開始呢﹖ 

1f. 末世乃一氣呵成 

 聖經似乎指出在永世之前所有尚未發生的主要事件﹐

是合在一起發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