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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6 年 9/11~ 9/17 

九月十一日 

讀經 箴十～十二；智慧地生活 

鑰節 【箴十 12】「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九月十二日 

讀經 箴十三～十五；言語的智慧 

鑰節 【箴十三 3～4】「謹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張嘴的，必致

敗亡。懶惰人羡慕，卻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豐裕。」 

九月十三日 

讀經 箴十六～十八；活在神的主權 

鑰節 【箴十六 3】「你所作的，要交托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

成立。」 

九月十四日 

讀經 箴十九～二十一；人生的智慧 

鑰節 【箴二十 24】「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

的路呢？」 

九月十五日 

讀經 箴二十二～二十四；教養下一代 

鑰節 【箴二十二 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

不偏離。」 

九月十六日 

讀經 箴二十五～二十七；說話的智慧 

鑰節 【箴二十五 11】「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

裡。」 

九月十七日 

讀經 箴二十八～二十九；跟隨神的話 

鑰節 【箴二十九 18】「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

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十 12)──這節把愛和恨作了鮮明的對

比，而指出以愛或者以恨的態度對待他人，則會產生兩種迥然不

同的結果。一個士兵常常犯規，屢經各種嚴刑，仍然怙惡不悛。

一次又被帶到軍事法庭受審。書記官點到他的名字時，審判官就

說：「又是這個不知畏懼的傢伙，鞭打，禁錮，拷擊，甚麼嚴刑

都經試過，還是不改前非，究竟為了甚麼？」這時有位軍官上前

求情說：「法官，是的，甚麼法子都試過了；但是還有一件是從

來沒有試過的。」「那是甚麼？請說！」「還有一件就是饒恕

他！」審判官初覺驚奇，經過重覆考慮，終於採用。於是命令把

他提來，問說：「你有甚麼話要說麼？」「沒有，我真覺得錯

了！」他的眼光顯出乞憐的樣子，以為不免要受更嚴厲的刑罰。

可是審判官卻溫和地對他說：「甚麼法子我們都試過了，總是不

能叫你痛改前非。現在我們決定寬容你！赦免你！」這個犯罪的

士兵聽了這個判決，驚喜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同時淚如雨下，哭

泣得像小孩一樣。聽審的人莫不受感落淚。最奇怪的是這次的饒

恕，竟然改變了他的生活，使他在其餘的半生中成為循規蹈矩的

人。因為愛能使人饒恕和忘卻，放棄曾經存在的仇恨，並以德怨 

(太五 9；六 12；林前十三 4～7；彼前四 8；約壹二 9～11)。願

我們以愛對神就；以愛待人。 

親愛的，「神就是愛」(約壹四 16)。最能感動人的也是愛；愛

能使剛硬的心熔化。不是去用定罪責備使人改變，乃是用愛把

人感化過來。 

《帖後綜覽》──準確地認識主的再來 
【宗旨】本書啟示了主再來顯現的大能和祂同在的榮光，是關

乎祂的再來是聖徒的榮耀，又是世界的審判；以及澄清有關人

對於主再來的誤解而驚慌和懈怠，並且應該有耐心地等候與正

常地作工的態度和生活。 

【背景】《帖撒羅尼迦後書》是在前書寫成之後，幾個月之內

寫的。那時保羅還在哥林多，寫書的目的已經十分清楚地記在

書信的內容里面。大致上因為前書所提及的幾件坏事，到了寫

後書的時候又進一步惡化了，同時，我們還看到，在他們中又

興起一些人，對保羅所教訓的主再來的道理有了誤解。他們不

明白前書的勸勉，竟起來傳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書信

又顯示出，當時有人冒保羅的名傳遞一些話，或寫一些書信，

使他們「驚慌」。這是因為他們中間有些人特別容易「動

心」。以為主耶穌立刻就回來了，于是連職業工作都丟棄，使

教會受到負累。這些對主的再來存誤解思想的人，會變成「專

管閑事」的人(三11)，同時教會的生活會因他們而受到虧損(三

6、12、16)，是不足為怪的。為此，前書那些比較溫和的責

備，現在在這里就變得嚴厲得多了。但是我們不能只著重這一

邊的事，而忽略另外一邊更重要，而且是充滿感謝和贊美的

事。大體上來說，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心「格外增長」，彼此

相愛的心也「充足」，並且他們在一切逼迫患難之中的「忍耐

和信心」，是可作各教會的榜樣的(一1～3)。所以，這卷後書

有稱贊，有解釋，也有勸勉。本書的主要思想就是基督有大能

力，在荣耀中的再来。这與前書的着重点不同，前書是着重在

聖徒的被提。帖撒羅尼迦前書為著鼓勵和安慰，後書是為著糾

正和平衡。 

【本書的重要性】基督徒對於主的再來應當有正確的認識和態

度。主耶穌設立主的桌子，要我們擘餅喝杯記念祂，用意是提

醒我們等候主再來(林前十一 26)。保羅說我們若沒有主再來時

復活與主同在的盼望，而「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

憐」(林前十五 19)。如果我們能仔細查讀本書，就能準確地認

識主的再來和主的日子，並且有正常的等候主再來的態度和生

活。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再來的時間，方式和光景，並

且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我們的態度和應該做什麼，就必須

讀本書。 

【如何研讀《帖撒羅尼迦後書》？】在研讀這一課之前，請先

將本書讀完一遍 (共 47節，大約 6 分鐘)，尋出各章所論的重

點教訓，以及應行之事。 

【本書鑰節】「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祂

那裏聚集，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

說主的日子現在(現在或譯就)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

慌。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以前，必

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

來。」(帖後二 1～3)要正確地理解這封書信，最重要的是清楚

地認識何謂「基督的日子」和「主的日子」；並且明白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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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來臨以前，先有兩件事發生：一件是離道反教的事，

另一件是大罪人顯露出來。 

【註】「基督的日子」（腓二 16)——「主耶穌的日子」（林前

五 5)，或「耶穌基督的日子」（林前一 8，林後一 14)是與教會

和聖徒有關，而「主的日子」(帖後二 2)是與審判世界有關。 

【本書鑰字】主耶穌基督的「降臨」(帖後二 1)—— 此詞在希臘

文是 Parousia，意即「同在」。它的字義不是指一霎時，乃是指

一段日子，由幾個事件組成。聖經告訴我們，主耶穌怎樣往天上

去，也要怎樣回來(徒一 9～11)。主升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

段祂從橄欖山到雲端，是人能看見的；第二階段祂從雲端到寶座，

則是人看不見的。同樣，祂再來時也是分兩個階段，不過次序是

倒過來，前後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主耶穌基督「降臨」的第一階

段，開始於基督從神的寶座降臨在空中雲裏(帖前四 17)；而是人

看不見的，所以是隱密的臨在，祂來像賊一樣，是預料不到的(帖

前五 4)。第二階段，結束於基督從空中降臨地上公開的顯現(亞

十四 4，帖前四 16～17)；而是人看得見，所以是公開的，祂的來

臨是有先兆的(帖後二 3)。帖撒羅尼迦前書是講主再臨隱密的一

段，有關先提接聖徒(帖前四 17)，然後與祂的眾聖徒降臨；而後

書則論到主再臨公開的一段，主要是有關審判不信的人(帖後一 7

～9)和大罪人(即不法的人) (帖後二 3)。 

「主的日子」(帖後二 2)—— 這並不是指單一的日子，而是從主

隱密地降臨空中開始，一直到祂執行審判、帶進永世為止，在一

段時期內將會有一連串的大事發生。主隱密的再臨，那日子、那

時辰，沒有人知道(太二十四 36)；但後段的再臨是有先兆的。

「主的日子」也是指「那日子」(帖後二 3)，必有離道反教的

事，並且有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抵擋主、高抬

自己…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帖後二 3～4)，這就是先知但

以理所預言，也是主親口所証實，那行毀壞可憎，站在聖地的一

位(太二十四 15)。聖經預言當大罪人一出現，距離主再來的時間

就只剩下三年半了(但九 27)。 

「大罪人」(3)——「罪」按原文anomia，指無法無天的狀態，不

法的行為，故又可譯作「不法的人」，因違背律法就是罪(約壹三

4)；「沉淪之子」的沉淪原文為apoleia，意即自甘墮落、自取淪

亡，在聖經中曾用來稱呼賣主的猶大，但該處的中文譯為「滅亡之

子」(約十七12)，其實在原文中是同一詞；「顯露出來」暗示他在

正式顯現出來之前就已經存在，只是時候沒到之前尚未被認定他就

是那大罪人。注意，「那大罪人」並不是指撒但(帖後二9)，而是

指被撒但利用來抵擋神的一個人物，一般聖經學者稱他為「敵基

督」，但此敵基督專有所指，與那些出現在每一個世代中抵擋神、

敵對基督的人物(約壹二18)不同；「那大罪人」乃是在末世主再來

公開降臨之前所要出現最厲害、最嚴重的抵擋神者。 

歷代以來總有許多基督徒對此大罪人甚感興趣，並且根據「六百六

十六」這個數目字(啟十三18)，紛紛推測某個著名的政治或宗教人

物將會是聖經所預言的大罪人，這實在是莫須有的臆斷，因為只能

滿足人的好奇心，對於一般基督徒並沒有甚麼實際的助益。 

【本書簡介】《帖撒羅尼迦後書》的中心信息是主的再來，啟示祂

公開顯現時，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不聽從主耶穌福音的人，並審

判敵基督，就是大罪人、沉淪之子；同時，在祂再臨時，卻要在聖

徒身上得榮耀，故蒙召的聖徒應該活出配得神國的生活。本書專論

基督徒工作與等候的生活。聖徒在等候主的再臨時，應一邊工作，

一邊等候。 

【本書大綱】本書共三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大段如

下： 

（一） 第一章主再來的安慰──闡明事實； 

（二） 第二章主再來的先兆──矯正觀念； 

（三） 第三章主再來的吩咐──重申囑咐。 

【本書特點】 

(一) 從羅馬書至帖撒羅尼迦後書，保羅寫了九封教會書信，

可分為三組：第一組是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和加拉太

書(四卷)；第二組是以弗所、腓立比和歌羅西書(三

卷)；第三組則是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兩卷)。第一組特別

著重論及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第二組著重基督和祂的教

會；最後一組是論到基督和祂的再來。頭四卷論我們信

心是建基於十字架的工作上；中間三卷論愛心因投身在

教會生活中而增長；最後兩卷論及盼望因基督再來而得

以堅定。「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林前十三

13)。信、望、愛是這些書信在結構上所含的因素，也涵

蓋了聖徒在世歷程所需的認識和經歷。在本書，帖撒羅

尼迦的聖徒雖因幼稚而在真理和生活上有了偏差，但卻

在信、望、愛這三方面繼續有長進，保羅因此為他們謝

恩，在神的各教會裏為他們誇口(帖後一 3～4)。 

(二) 本書為繼前書而寫，與前書所論中心思想一致，且與約

翰壹書(二章)，啟示錄(十三章)，以及但以理書(七、

九、十一章)，互相參考。對於大罪人、沉淪之子、不法

的人，這些名稱是其他書信未提到，且對牠不法的隱意

如何發動，顯露，如何進行與結局，都有很清楚的說

明。 

(三)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的中心信息均是主的再來。前書

的內容比較詳盡，而後書則比較簡單扼要，可見前書是

在後書之後加以補充說明。並且重点不同，前書是着重

在聖徒的被提，後書是着重在神公義的審判。前書說到

主的再來是聖徒的拯救，也是在苦難中的盼望；後書則

論及主的再來是聖徒的榮耀，又是世界的審判。兩書都

同樣著重聖徒對主的再來該有的預備，前書勸勉聖徒要

活出屬靈聖別的生活，切望主的再來；後書則勸聖徒冷

靜，不因錯誤而驚慌和懈怠，該活出配得過蒙召的生

活。在前書，患難是重要的背景，所以重在勸勉、安

慰；在後書，錯誤是重要的背景，所以重在改正。 

(四) 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後書用四個不同的詞來描述基督的再

來，但中文往往混淆不清，若不查對原文編號，便無法加

以分別： 

(1) Katabaino(原文意即降下)──是指主再來時的第二階

段，祂從高天公開的降下 (帖前四 16，太廿四 27～

31)。 

(2) Parousia (原文意即降臨)──指祂親身臨近我們包括

隱密公開的一段(帖前五 23，帖後二 1)。 

(3) Apokalupsis(原文意即顯現，揭露，顯出)──指祂不

再隱藏，同祂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

(帖後一 7)。 

(4) Epiphaneia(原文意即顯露)──指祂榮耀的顯出，對

付那邪惡和不法的大罪人(帖後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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