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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  

第七节：约伯记的神学基础， 

报应原理三角 

约翰·沃尔顿 

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七节，《约伯记》的神学

基础，报应原理三角。 

报应原理简介 [00:26-2:46] 

 在我们继续讨论这本书本身之前，我们需要扩展这本书的目的，讨论这本书的一

些神学基础。这样，我们就超越了古代世界的大共生观念，专门来谈谈所谓的报应

原则。报应原则的基本思想是义人昌盛，恶人受苦。基本上，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

的。当我说正义者、观察者、忠实者时，替换这些词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就会繁

荣。嗯，你知道，这可能是身体健康、成功、庄稼生长，无论是什么、幸福的家

庭。恶人是那些不忠诚、不公义、不正直的人，他们将再次受苦，无论这是某种程

度的灾难还是另一种程度的灾难。所以，这只是谈论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这一想法

的一种方式。义人必昌盛；恶人将受苦。我们称之为报应原则。 

当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是否受到上帝

或诸神的青睐。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给他们带来了这种情况。再说一遍，无论是恶还

是善。他们受到青睐或失宠，这反映在他们的环境中，古代近东人们承认人们有这

种想法。如今，人们这样想也很常见，他们的处境反映了受宠或失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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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我们甚至会很随意地交谈，“哦，我一定做对了。”或者“我

做了什么才能赚到这个？”当事情变得糟糕时。因此，这种报应原则是《约伯记》

的基础。 

                  

工作中的报应原则 [2:46-4:06] 

 事实上，《约伯记》将报应原则放在显微镜下，因为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坚

信报应原则。这确实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看到了报应的原则；你不仅认为，如果

一个人是正义的，他就会繁荣，如果一个人邪恶，他就会受苦，而且他们还会扭转

这一局面。如果有人受苦，那他一定是邪恶的。如果一个人成功了，他一定做了正

确的事。因此，当约伯的处境变得如此戏剧性、如此悲惨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

得出什么结论。他们会认为他一定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才带来了这种灾

难，从高处跌入了深渊。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极端情况。约伯处于人类的

最高境界，却也走向了苦难的最低谷。这些极端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清醒地

思考报应原理。 

挑战者与报应原则 [4:06-5:53] 

 因此，《约伯记》探讨了这一报应原则。毕竟，记住挑战者的问题，约伯事奉神

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报应原则是如何影响这一切的？在报应原则中，试图理解上

帝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阐明它，证明它的合理性，系统化上帝如何在世界上工作

的逻辑，即上帝正在运行一个正义系统。你行善；你会好起来的。你做坏事；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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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因此，报应原则的前提是理解上帝如何在世界上运作。这是对其进行量化

或系统化的尝试。 

挑战者的主张是，为正义之人带来利益和繁荣的报应原则不利于真正正义的发展，

因为它建立了这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即对利益的预期，为从中得到什么而做。因

此，挑战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报应原则上，看看这是否真的是上帝政策的一部分。约

伯声称，如果不执行报应原则，如果正义的人受苦，那么上帝的正义就会受到怀

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在书中讨论的两个指控中，报应原则是对话的核

心。 

报应三角索赔[5:53-7:12] 

 现在，如果你能想象一个三角形，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称之为索赔三

角。在三角形的一个下角，有报应原则；在三角形的另一个下角，你有约伯的义。

在三角形的顶部，第三个角，你有上帝的正义。 

现在，只要工作蒸蒸日上，这个三角关系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神正在施行正

义。工作是正义的，报应原则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幸福的。但当约伯开始受苦时，

我们会看到那个三角形，有些东西必须消失。你不能同时抓住三个角：神是公义

的，约伯是公义的，报应原则。这三个你都抓不住。必须付出一些东西。随着书的

展开，我们会发现谁将放弃什么。这确实是思考这本书的一种有趣的方式。 

约伯的朋友和报应三角索赔[7:1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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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从约伯的朋友开始。约伯的朋友们，我将利用在那个角落建造他们的堡垒

的想法。他们选择三角形的报应原理角，并在那里建造他们的堡垒。他们在讲话中

一遍又一遍地肯定报应原则。他们将其应用到实际情况中。他们用它作为论证的一

部分。他们是报应原则的拥护者。所以，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他们的堡垒。他们会为

此辩护。 

从这个有利位置，他们可以看到三角形的另外两个角；哪个要去？他们会说，好

吧，神确实没有按正义行事，还是他们会说约伯并不真正公义？ 

好吧，我们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非常高兴地确认上帝正在公正地工作。因此，

既然报应原则是正确的，而且上帝不受监督，那么问题当然就出在约伯身上。他一

定不能像我们看上去的那样正义，也不能像外界看上去的那样正义。当然，他并不

像他想象的那样正义。问题是约伯。因此，他们在报应原则的角落建立堡垒，而在

约伯的角落放弃。这就是必须离开的人。 

约伯与报应三角索赔[8:24-9:57] 

 当我们思考约伯和他的观点时，当然，这是非常不同的。他的堡垒建在哪里，一

目了然。他在自己的角落里建造了自己的堡垒。他的正义感在他心中是无懈可击

的。但是，当然，这会造成一点尴尬，因为现在他必须小心，而你要放弃哪一个

呢？他是要放弃报应原则，还是要放弃神行事公义的观念？ 

这对于可怜的约伯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我们发现，他一遍又一遍地肯定报应原则。

他试图找出其中的弱点，但他真的找不到。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上帝。随着约伯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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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书中不断展开，书中对上帝的控诉也越来越多。它变得越来越怀疑，怀疑上帝

以及他是否公正。因此，约伯在自己的角落里建立了自己的堡垒，而他放弃了上帝

的角落，因为他坚持报应原则。 

以利户和报应三角索赔 [9:57-14:59] 

 现在，除了整个对话部分出现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琐法之外，我们还

有第四个角色，以利户。直到本书结尾处的第二次演讲才出现。但以利户仍然处于

三角关系之中。以利户将他的堡垒建造在上帝正义三角形的顶端。现在，到那时，

你会说，好吧，那么以利户要放弃什么呢？他是要放弃报应原则，还是像约伯的其

他朋友一样，质疑约伯的义呢？ 

有些人读过这本书，认为以利户与其他朋友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我强烈不同意这一

点。以利胡在三角关系中对自己的定位不同，并得出结论：朋友们与他并不亲近。 

那么，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时，以利户放弃了另外两个角中的哪一个呢？我们发现他

作弊了；他很聪明。他所做的就是看报应原则，他说报应原则是正确的，但我认为

我们错了。我们必须放弃它并扩大它。你看，大多数人认为报应原则是因为你过去

做了坏事，所以现在坏事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的情况是对过去行为的反应。以

利户走过来说，也许事情比这更复杂。这种看待报应原则的方式使其能够对问题进

行补救、修复、处理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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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报应原则更具预防性呢？它看起来是这样的。并不是你过去做过的事

情造成了负面后果，而是你刚刚准备好参与的事情，你正处于这种行为的边缘，它

应该会让你远离它。因此，报应原则可能是对当前发展事物而不是过去事物的反

应。 

现在，这意味着，与朋友们不同，他不必在约伯的过去中寻找不义。相反，现在他

对约伯的看法不同了。他说：“所以问题就在约伯身上。这就是你受苦的原因是什

么？看看你的自以为是，你愿意以牺牲上帝为代价来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辩护。”

他说：“问题不在于你在受苦开始前做了什么。问题在于你在受苦开始后如何应

对。问题是约伯，是非常明显的，你自以为是的行为。” 

所以我才说他作弊。他重新定义了术语。在重新定义它们的过程中，这给了他一个

其他朋友从未想到过的选择，而约伯本人则更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即使他继续确

认自己的正义，他的自义也变得非常明显，并且他愿意控告上帝。 

因此，以利户将他的堡垒建立在神公义的行事之上。在这个过程中，他坚持了报应

原则，尽管他重新定义了它。这使他对约伯的义产生了不同的攻击。以利户比书中

任何其他人类人物都更正确。他离得最近了。他超越了朋友们的想法，他确实更现

实、更恰当地看待约伯。 

以利户的问题在于，尽管他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理，但他也有自己的问题。最后，他

仍然将报应原则作为理解事物运作方式的基础。他只是重新定义了它。当我们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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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时，我们将谈到以利户的部分，我们将更仔细地评估它。 

 

报应三角尝试解决方案 [14:59-15:18]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三角，主张的三角，不同的各方如何采取不同的立

场，以及如何从这些不同的立场来看待这本书的场景。现在我们将尝试解决其中一

些紧张局势。人们如何解决报应原则的紧张？毕竟，大多数人在某些时候都会以这

样一种方式来体验生活，以至于他们对报应原则感到怀疑。那么这些紧张局势是如

何解决的呢？ 

一种方法是对神的本质做出一些限定。这肯定是他们在古代近东所做的事情。他们

不相信上帝行事公正。他们相信报应原则，但他们确实没有紧密地拼凑在一起的三

角形。他们只是在神的本质上妥协了。 

其他时候，人们可能会在受苦的目的方面妥协或限定。有些人把苦难视为一种教育

——品格建设。甚至可以说它是与基督一起受苦。因此，他们最终限定了受苦的目

的。这解决了报应原则中的一些紧张关系。 

 

 

圣经其他地方的报应三角：时机[15:18-18:02] 

 在圣经文本中，有的人会化解紧张；有的人会化解紧张。例如，诗篇作者有时会

通过考虑时机来解决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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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作者说，你知道，在哀歌诗篇中，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在报应原则的背景下哀

叹。他们的敌人正在战胜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敌人是坏人。我是好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关于报应原则的问题是许多哀歌诗篇的基础。很多

时候，诗篇是根据时间来对待的。最终，事情将会变得顺利。你知道，神会在适当

的时候，对敌人采取行动，恢复诗篇作者。 

所以，当然，有时基督教神学甚至走得更远，也许现在情况很糟糕，但我们有永

恒。我们已经与神永远在一起，在天堂里得到永恒。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

永恒的尺度上，我们现在所遭受的小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有人用延长时间的

概念来限定报应原则。 

正义与世界作为解决方案 [18:02-19:07] 

 有些人根据正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来限定报应原则。你可以谈论世界不公正，即使

你仍然谈论上帝行事公正。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无序的状态仍在继续。我们认为正

义并不是上帝在世界上运作的唯一基础。这并不影响他。但问题是，他让世界符合

他自己的正义了吗？我们知道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我们仍然存

在。如果世界完全符合上帝的正义，那它就不是我们可以生活的世界。因此，鉴于

一个堕落的世界，完美的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上帝的属性复合体 [19:07-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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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世界上运作的基础是他的整个品格，他的整个属性范围，而不仅仅是一种属

性或另一种属性。你可以说神就是爱，爱涵盖一切。不，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有很

多其他的事情。因此，在不以某种方式损害上帝品格的情况下限定报应原则的一种

方法必须了解上帝和他的世界是不同的，并且他没有将正义强加于它。 

上帝以他的智慧关心正义。但这都是考虑到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一个堕落的世界、

甚至一个尚未完全有序的世界的参数；上帝将秩序带入了一个无序的世界，而混

乱、罪恶也随之出现。但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完美有序的世界中。因此，它并不

是自始至终反映神的属性的。 

我们找到了对报应原则的肯定。我们在诗篇中找到它们，尤其是智慧诗篇。我们在

箴言中找到它们。这些肯定并不是对世界如何根据上帝的属性和他的正义而运作的

完整神学描述。它们本质上是众所周知的。 

报应原则不是神学解决方案 [20:47-23:08] 

 我们需要将报应原则理解为谚语性质的。这意味着事情通常是这样运作的，但并

非总是如此。这不是一个保证。这不是一个承诺。报应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世界

上的痛苦和邪恶。其技术术语是神正论，解释世界上为何存在苦难和邪恶。报应原

则并不提供神义论。报应原则并不能解释上帝在世界各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如何

运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神是谁的肯定。也就是说，神乐意将美事带给他忠心的仆人。

神严肃地惩罚恶人，但他并没有自始至终执行这些事情，因为这又是一个堕落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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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我们没有人能经历这样的事情。然而，它告诉我们神的身份，神的心意。他的

身份和性格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认为报应原

则有时会发挥作用。它的确是。但我们不应该指望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奏效。所

以，我们有神学；这就是上帝反对神正论的样子；这解释了我们所经历的生活。他

们的立场截然相反。 《约伯记》进行了一些彻底的手术，将这两者分开，这样我

们就不会错误地认为神学导致神义论。 

                      

神不需要防御 [23:08-24:18] 

 耶和华的正义必须基于信仰，而不是通过对我们经历的每时每刻的分析来哲学地

实现。他不需要被辩护。从某种意义上说，神正论，我们对神正论的尝试，有点侮

辱上帝。他不需要我们的防守，而我们也确实没有能力很好地防守他。他不需要被

辩护。他想要被信任。上帝的全部属性都以复杂、协调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永远

无法判断神什么时候会选择公义，什么时候会选择怜悯。我们永远无法判断他的同

情心在哪里会凌驾于他应该做的事情之上。正义是这个星座的一部分，但并不能胜

过上帝所拥有的所有其他属性。 

耶稣从原因转向目的，神正论转向神学 [24:18-27:59] 

            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在新约中，耶稣面临

报应原则问题并受到挑战。在约翰福音第 9 章中，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们看

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就是这个生来失明的人。他们向耶稣提出的问题是报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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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问题。 “谁犯了罪，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

为如果是的话，这个人怎么可能因为他生来如此而犯下罪呢？如果是他的父母，这

个男人怎么会因此受苦呢？所以，这只是关键点。你知道，他们可能真的很兴奋，

因为现在他们将得到这个时代问题的答案，因为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因此，他们

说：“谁犯了罪，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问题是一个神义

论问题。什么解释可以解释这个人的痛苦？因此，当他们提出原因问题时，这是一

个神正论问题，并且有点走向扩展神学，这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将他们从神正论

转向神学。有趣的是，他说：“既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的父母。”这时，门徒们

已经有点兴奋地停下来了。现在他们会说， “哦不，他又这么做了。”他又这么

做了；他不会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将回答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他说：“也不是

这人，也不是他的父母，乃是要叫神的儿子得荣耀。” 

现在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他所做的基本上是说，不要回顾过去并提出有

关原因的问题；你没有得到那个答案。相反，耶稣的回答并没有给出他们的理由。

他没有向他解释过去的事情。但他说你应该做的是将注意力转向未来并寻找目标。

神的荣耀是有目的的。这不是原因。这不是理由。因此，耶稣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过

去和原因上转移到目的上。目前还没有对痛苦的任何解释。没有一个是可能的；没

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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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智慧并寻求他的目的。所以，耶稣给出了同样的答案。约伯最终

也得到了同样的答案。相信神的智慧并寻求他的目的。不要指望得到原因的解释。

这不是理由的问题。 

耶稣和路加福音 13 倒塌的塔 [原因到目的的转变] [27:59-29:52]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 13 章第 1 至第 5 节中再次面临这一问题。有人问他，这座

塔在人们去参加节日时倒塌压到了怎么办？你如何解释这种看似随机的灾难？耶稣

再一次将他们的注意力从事情的原因上转移开。这与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没有

关系。他指出，罪恶与惩罚之间不应该一一对应，相反，他鼓励他们将这一事件视

为一个警告。他拒绝讨论原因问题，并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向此类事件的目的，给我

们警告。 

他们劝告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思考生命为何会如此迅速地结束，思考痛苦是如

何到来的。这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当耶稣解决他所面临的报应原则问题时，他始终不给出理由或解

释原因。当我们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经历时，开始调整我们的期望时，这就是《约

伯记》要做的很大一部分事情。 

我们现在准备好逐节地了解约伯记本身。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开始。 

 

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七节，《约伯记》的神学

基础，报应原理三角。 [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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