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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鳥瞰】——仰望、等候並預備主再來 
 

【主要內容】《帖撒羅尼迦前書》啟示了基督的超越與完備，因神的一切豐盛在基督裡，而我們有了基

督，就有了一切；以及教導我們的行事為人如何對得起主，因而在教會中、家庭裏、在社會上活出基督

的生活。 

 

【主要事實】保羅精心編寫本書，藉以特別強調： 

(一)基督和祂的再來，而鼓勵我們當仰望、儆醒、等候並預備祂的再來。因我們在世歷程，唯一的盼望

就是等候祂的再來，並且生活工作應以祂的再來為吸引、鼓勵、目標並警惕。 

(二)從不同方面論到主的再來，而指出：(1)主的再來是聖徒的盼望和拯救(帖前一)；(2)主的再來是聖

徒的喜樂和獎賞(帖前二)；(3)主的再來是關乎聖徒當過彼此相愛，成聖的生活(帖前三)；(4)主的

再來是關乎聖徒的復活與被提(帖前四)；(5)主的再來是關乎聖徒今天儆醒和等候(帖前五)。 

 

【主要作者】——保羅 

【本書重要性】 

(一)本書是保羅書信中其一最親切的，充滿簡單、溫柔和愛慕的說話。他稱帖撒羅尼迦聖徒為「被神所

愛的弟兄」(帖前一 4；帖後二 3)，向他們洋溢著為父為母的心情(二 7〜8、11)。因為帖撒羅尼迦

教會是在患難中建立的，是一新生的教會，建立後雖一直受本地人的逼迫，但卻蒙了聖靈的喜樂，

在信心和愛心上都有長進，而且成了馬其頓和亞該亞人的榜樣。保羅心中快慰，為他們謝恩，所以

寫了這封信，一方面稱許他們的信心和工作，一方面解除他們心中有關主再來的疑難；同時鼓勵、

指導他們怎樣在聖潔生活中、繼續相愛、親手作工，不要為睡了的聖徒憂傷，因主再來時會復活；

面對主再來的日子，聖徒當儆醒預備，持定信心、愛心和盼望，彼此勸慰、勉勵，知道賜平安的

神，必親自使他們全然成聖，得蒙保守。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保羅如何勉勵和安慰在患難中成

長的聖徒，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是一封仰望、儆醒、等候的書信，因每章結束時都提到主的再來(一 9，10；二 19，20；三

13；四 13〜18；五 23，24)。帖撒羅尼迦教會的聖徒在大患難中仍有信心的工夫，愛心的勞苦，盼

望的忍耐，這樣的見證是何等動人！然而我們處在太平盛世，丰足享受的日子中，卻反將信心擱在

一邊，只愛世界，放縱私欲，沾染污穢，不愛主的再來，糊里糊涂過日子，使主何等的傷痛。但愿

我們這些离棄了偶像，歸向真神的人，在信望愛方面都蒙主悅納。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耶穌

要在榮耀中再來，以及我們當如何儆醒等候並預備，而在主再臨之時，得以完全，無可指摘，就必

須讀本書。 

 

❖ 「對於救贖主再來的希望，一向都是基督教會的期待。」——《每日研經叢書》 

❖ 「那些期待主耶穌再來的基督徒不能：(1)心裏有偶像(一 9，10)；(2)在事奉上懶惰(二 9，19)；

(3)在相交中分黨(三 12，13)；(4)心中悲鬱(四 l3〜18)；或(5)活在罪中(五 23) 。」——夏庭活

(G. R. Harding Wood)。 

❖ 「我們愛主耶穌，就必愛慕祂的同在。今天我們的感受，就像我們的弟兄所作的詩歌裡所寫的：今

天雖然我們在靈裡享受祂的同在，但我們心中依舊切望能面對面見主。而當我們見主的時候，我們

必要像祂。來吧，主耶穌。願你快來！」——江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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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3日 

讀經：帖前一 

主题：蒙恩的教會 

提要：第一章的焦點乃是──從帖撒羅尼迦教會的特點，說出基督徒蒙恩之後的生活和特色，乃是活出

信、望、愛的實際和行為；以及有歸向神、服事神、等候祂兒子降臨的行動和表現。本章可分成

五段： 

(一)教會蒙恩的範疇(1節)──在父神和基督裏，享恩惠得平安！我們是否帶著感恩的心來讀本

書呢？ 

(二)教會蒙恩的要素(2〜3節)──信心中作工，愛心中勞苦，盼望中忍耐！我們的生活是否有

「信、愛、望」的特點呢？ 

(三)教會蒙恩的證明(4〜6節)──蒙神所愛並揀選，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我們是否

能證明我們是蒙揀選的一群呢？ 

(四)教會蒙恩的見證(7〜8節)──成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因廣傳主道，大有信心！我們是否

是流通神祝福的管道呢？ 

(五)教會蒙恩的歷程(9〜10節)──離偶像、歸向神、服事神、等主來！我們是否在生活上有這

些的改變呢？ 

鑰節：「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

穌基督所存的忍耐。」」(帖後一 3) 

鑰點：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基督徒蒙恩生活所應具備的三大素質： 

(一)「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工夫」希臘原文是 ergon，是指行動，動作，作為，活動；真

正的信心必然會產生信心的行動(雅二 17，22)。而這「信」的具體行動就是「離棄偶像歸

向神」(9節)。  

(二)「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勞苦」希臘原文是 kopos，指身體的辛勞，竭力，奮力，勞

動；真正的愛心會激發對神和對人的愛。而這「愛」的具體實踐就是「事奉那又真又活的

神」(9節)。 

(三)「因盼望所存的忍耐」──「忍耐」希臘原文是 hupomone，不單是指消極的對事情或環境

的忍耐，並且也含有積極勝過難處的能耐的意思；真正的「盼望」是產生「忍耐」的源

頭。而這「盼望」的具體表現就是「等候神兒子從天降臨」(10節)。 

今日鑰節提到「信，愛，望。」「信，愛，望」是帖撒羅尼迦教會所蒙的特恩，是值得保羅感謝

的，更是值得我們羡慕並追求的。雖然保羅在此地傳福音只有三個禮拜的時間(徒十七1〜3)，然

而這個教會卻帶給他極大的安慰，因為他們在信心中作工，愛心中勞苦，盼望中忍耐。帖撒羅尼

迦教會是一個非常年青的教會，因此保羅常為他們禱告。我們從這節也得知，在任何一個時代，

「信，愛，望」(林前十三13)是每一個忠信基督徒生活的特徵。這裡的「信」指明向著神，是工

作的性質和力量；「愛」指明對主的肢體，是勞苦的動機和特徵；「望」指明對主再來的期盼，

是忍耐的源頭。這樣蒙恩的生活，乃是本書信的內容。 

「基督徒生命的標誌是甚麼呢？如果你去問初期教會的聖徒，他很可能會回答說：『有三點──

「信，愛，望」』。」──漢特(A.M. Hunter) 

默想：「信，愛，望」乃基督徒屬靈生活的基礎，也是忍受逼迫患難的力量。親愛的，我們的生活是否

有「信、愛、望」的特點呢？ 

禱告：主啊！求袮幫助我們活出信、愛、望的實際，並且見證我們是蒙神所愛並揀選的一群。阿們！ 

 

【信，愛，望的生活】 

有人曾向佈道家慕迪誇耀他已讀了多少遍聖經。慕迪回答說：「並不在於你讀了多少遍聖經，乃

在於聖經影響你的生活有多少！」僅有對聖經的瞭解並不足以幫助我們屬靈生命的成熟，還須活

出「信，愛，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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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 

讀經：帖前二    

主题：主工人的榜樣 

提要：第二章的焦點乃是──從保羅關懷教會的榜樣，認識主工人的指南或教牧手冊，包括傳道動機、

見證、和目標。本章可分成四段： 

(一)純正的動機(1〜8節)──放膽傳講；討神喜悅。我們是否此生無悔為神而活，為弟兄姊妹而

活呢？ 

(二)剛強的見證(9〜12節)──如母乳養，晝夜作工；如父待兒，勸勉、安慰、囑咐。我們辛苦

勞碌的服事是否全出於愛呢？ 

(三)為道受迫害(13〜18節)──神的道在人心中運行，效法眾教會為主受苦。我們是否受神話語

的管理，超越環境而得勝呢？ 

(四)服事的目標(19〜20節)──以弟兄姊妹為榮耀和喜樂。我們是否正「投資」在聖徒身上，使

他們在主面前站立得住呢？ 

鑰節：「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

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前二 7〜8) 

鑰點：今日鑰節提到「乳養」，希臘原文是thalpo，有珍惜，安慰，照顧的含意。因為帖撒羅尼迦教會

的聖徒信主不到一年，如初生的嬰孩。所以保羅以母親餵養兒女的心情，給他們生命的供應、安

慰和囑咐。保羅如何牧養他屬靈的孩子呢？ 

(一)「存心溫柔」──「溫柔」按原文 eepios，含親切和藹的意思。溫柔是愛的表現。因著愛的

緣故，一個母親會用最溫柔、細心的作为來照顧她的孩子，唯恐他們受到傷害。我們服事

聖徒是否也是這樣的細心呢？ 

(二)「乳養」──「乳養」按原文不僅是指餵養，更有親切照顧的含意(弗五 29)。這用來描寫母

親把孩子抱在懷裏，對他們撫愛呵護，使他們感到溫暖和安全。以愛心培養的孩子是何等

幸福的孩子。親愛的，你服事聖徒是否供應生命，叫人得餵養呢？ 

(三)「愛」所「疼愛」的──「愛」按原文 himeiromai，尤其指對愛的渴望，熱切的喜愛，切

慕；「疼愛」按原文 agapetos，是指唯一心愛的，親愛的，珍惜的，寶貴的。親愛的，你

是否愛神所「疼愛」的呢？ 

(四)「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給」按原文 metadidomi，意即「分給」、「分享」、

「共有」，用來描寫把自己所得著的跟別人分享。愛不是要擁有，而是要給予；並且愛使

給予變成喜樂，而不是犧牲。親愛的，你否甘願犧牲個人的時間、金錢、及享受，去照顧

神的兒女呢？ 

「一個母親照顧孩子，不是用權威，也不用威嚴，乃是表現出美妙特別的愛。因為她會安慰，不

會使孩子困擾。不會不照顧。甚至會為孩子流血，犧牲性命。」──加爾文 

默想：本章說出保羅剛強的見證，指出他如母乳養，晝夜作工；如父待兒，勸勉、安慰、囑咐。親愛

的，對於剛信主的聖徒，你是否願意以一個「照顧者」的角色，以聖經教導、禱告的支持、及傾

聽的耳，給予溫柔愛心、屬靈的照顧嗎？ 

禱告：親愛的主，賜我們有顆真誠的愛心，餵養神所「疼愛」的兒女，使他們從我們得祝福。阿們！ 

【愛錢與愛人】 

有個基督徒受了委屈，就離開教會及本鎮，遠適他鄉。他是一個愛財如命，一毛不拔，得錢就埋。

有一深夜，他到藏金之處，忽從聽到哭聲，就急忙起身前往察看，發現藏金已失，旁則臥一嬰孩。

如此調換，真非所願，然而無法，只得轉身看那嬰孩，覺得美慧可愛，也就把他抱回撫養。孩子漸

漸長大，他喜愛他的心也漸增加。從此他的品性變得高尚尊貴了。他愛錢逾多時，他的為人就卑鄙

可憎；但他愛孩子逾深時，為人就仁慈可愛了。人愛甚麼，就會像甚麼；人若愛土，就會像土；人

若愛神，就會愛人；人若愛人，就會越過越像神，成為高尚尊貴；因為神就是愛，祂愛世人。親愛

的，我們是否甘心樂意地愛神，且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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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 

讀經：帖前三    

主题：堅固教會 

提要：第三章的焦點乃是──從保羅事奉的榜樣，包括有愛心，有關懷，有幫助，有喜樂，和有禱告，

而使教會得堅固，因而不受患難所搖動，並且愛心增長，以致當主再來時成為聖潔，無可責備。

本章可分成三段： 

(一)堅固教會(1〜5節)──關懷教會，堅固信心，勝過那誘惑人的！一生何憂？因體認一切遭遇

是神所命定的。 

(二)向神感謝(6〜9節)──患難中得安慰，聖徒靠主站立！一生何樂？因看到聖徒向神有信，彼

此相愛，互相記念。 

(三)向神禱告(10〜13節)──有神引領，教會愛中增長，那日無可責備！一生何求？因有對所

信、所愛主再來的堅定盼望。 

鑰節：「我們晝夜切切的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願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

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裏去。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

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裡堅

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帖前三 10〜13) 

鑰點： 今日鑰節提到保羅怎樣為堅固帖撒羅尼迦教會禱告： 

(一)「願他們信心增長」(10節)──保羅為帖撒羅尼迦聖徒的長進，滿心喜樂而感謝神，雖然他

稱讚他們在「信，愛，望」的工夫上滿有長進，然而他提醒他們這樣的增長是永無止境，不

能有絲毫歇息的。因此，他在禱告中，切切的祈求，為要見他們的面，好「補滿他們信心的

不足」。帖撒羅尼迦教會在信心的工夫上已經做得很好，但信心的工作原是沒有極致的，必

須不斷地調整、補充、增長。 

(二)「願他們愛心增長、充足」(12節)──不單如此，保羅也為他們能在愛心上增長代求(帖前

三12)，愛心的增長、充足乃是基督徒在生命裏長大的指標。愛(希臘原文agapee)在本節中

只提過一次，但包括對彼此和眾人的愛心。這正是今日教會所缺乏的。願我們彼此相愛的心

能夠不斷增長和充足，使神的愛能在這末世的時代中，浸滿祂的教會(約十三35)；然後這愛

就會影響其他的人，包括失喪者和甚至我們的仇敵(羅十二14，20)。 

(三)「願他們心得以堅固」(13節)──我們的心得以堅固，無可指摘，乃是出於信與愛，如前面

各節所說的。這自然產生盼望，就是盼望我們所信、所愛，親愛的主回來。為此，我們在

信、愛、望中，心裏堅固，過著成聖的生活。 

「請永遠不要忘記這點。如果你真的關心你屬靈的長進，你一定要走在愛——相互的愛——的路

上，而且要從你開始。相互關係和長大成熟總是連在一起的。」——史百克 

默想：若不是因神家裡牧者的關懷，聖徒的彼此守望、互相記念，怎不知會有多少的基督徒因試探而信

心輭弱，愛心冷淡呢？ 

禱告：親愛的主，感謝袮，因著有深愛我們的聖徒，對我們的栽培和關懷，使我們靠袮站立得穩。主

啊！讓們我們的信心、愛心、盼望不斷增長。當袮再來時，無可責備。阿們！ 

【希望的十字架】 

前蘇聯作家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回憶他從前的一段經歷：蘇聯當局以政治犯的名義

逮捕他，每天逼他工作十二小時，僅供給他極少量的食物，因為他病得十分嚴重，幾乎喪失求生

的意願。某天下午，他在烈日下鏟沙，累得停下來休息，雖然明知這樣做可能會慘遭衛兵打死，

但也顧不了，因為實在無力工作。此時，一位基督徒走到他身旁，偷偷在地上畫一個十字架記

號，然後擦掉。一時之間，索忍尼辛似乎重新燃起一股新的盼望，後來這股盼望一直支持著他忍

耐到底。請回顧我們如今仍走在主路上，是否有深愛我們的聖徒，雖自己環境艱難，卻仍長久關

懷、幫助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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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日 

讀經：帖前四   

主题：等候主再來 

提要：第四章的焦點乃是──(1)聖潔；(2)相愛；及(3)主降臨。保羅一面教導我們應過怎樣的生活；

另一面解釋我們對主再來關乎聖徒的復活與被提而應有的正確認識和態度。本章可分成三段： 

(一)聖潔生活(1〜8節)──討神喜悅，潔身自愛，聖潔度日。讓我們順著聖靈，過聖潔生活，而

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二)相愛生活(9〜12節)──弟兄相愛，端正安靜，殷勤作工。讓我們在愛弟兄的事上更加勉

勵，而不要獨善其身。 

(三)等候生活(13〜18節)──不是復活 ，就是被提，空中與主相遇。讓我們活得有盼望，而不

做無知的人。 

鑰節：「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

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

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帖前四 15〜18)  

鑰點：今日鑰節提到「被提」，希臘原文原文 harpazo，指突然地「被接去」或強烈地「被奪走」的意

思。「相遇」希臘原文原文 apantesis，有相對而行，相會，迎接的含意。這節聖經這是新約聖經

中極少數清楚提到「被提」的經節之一。在這裡清楚指出，當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所有屬乎

主的聖徒，無論是睡了(已死)或是還存活在地上的人，都要分批被提見主。這對我們來說，乃是

一個有福的盼望，而這盼望能催促我們儆醒、等候並預備主耶穌在榮耀中再來。然而我們今天若

只愛世界，放縱私欲，沾染汙穢，不愛主的再來，終日糊裡糊塗過日子，那日必定受主責備。聖

徒啊！當主再臨時，我們是否已預備好了？ 

當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所有屬乎主的聖徒，無論是已死或是還。存活在地上的人，都要被提

見主。這對我們來說，乃是一個有福的盼望，而這盼望能催促我們儆醒、等候並預備主耶穌在榮

耀中再來。然而我們今天若只愛世界，放縱私欲，沾染污穢，不愛主的再來，終日糊里糊涂過日

子，那日必定受主責備。關於基督第二次再來，帖前四 16〜17節具體地描寫主再來時的情景： 

(一)主必親自從天降臨(16節)──我們所愛的主必親自榮耀降臨！願我們都預備好見祂的面。 

(二)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16節)──願主的話，帶給我們希望與安慰，並消除我們的恐懼

和無知。 

(三) 活著的聖徒被提(17節)──被提就是與所有聖徒團聚，一同迎接主！願我們都能活著與祂

和眾聖徒相會。 

(四)永遠和主同在(17節)──永遠和主同在是我們的命定──這將是何等的喜樂和福氣！ 

「我們現今的時代會結束，跟著開始的，是一個由主自己統治的千禧年國。但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這裡所論的，只是特別與教會有關的一方面吧了。聖經給我們何等寶貴的盼望！為此，主耶穌

啊！願你快來！」──巴斯德 

默想：馬丁路德說，他的日歷只有兩天，「今天」和「那一天」。 聖徒阿！我們「今天」是否已預備

好了「那一天」主的再臨？ 

禱告：親愛的主，求袮保守我們能在聖潔中迎接袮的再來。阿們！ 

 

【聖徒被提】 

 所有的聖經學者都一致公認當主再來時聖徒必要被提，但對於甚麼時候被提，卻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次，有人問名解經家陶雷博士說，主耶穌再來時，是得救的人被提，或是得勝的人被提？他

回答說，為了安全起見，我願作得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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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7日 

讀經：帖前五 

主题：完全的救恩 

提要：第五章的焦點乃是──當警醒謹守，預備主的再來，包括眾人應以信、望、愛作爭戰的軍裝，聖

徒之間彼此和睦善待，追求良善，而個人要遵行神的旨意；以及明白神必使我們全然成聖，並保

守直到主降臨。本章可分成四段： 

(一)主再來的準備(1〜11節)──主的日子像賊一樣臨到，應以信、愛、望來儆醒謹守。切記，

我們有信、愛、望的保護軍裝，能保守我們不受撒但的攻擊！  

(二)對教會的勸勉(12〜15節)──尊重作主工的人，彼此和睦善待，追求良善。切記，要當盡本

分，「警戒」、「勉勵」、「扶助」是每個聖徒的職責！ 

(三)對個人的勸勉(16〜22節)──遵行神所定的旨意，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切記，若不順從聖

靈感動，就會變得冷淡或不冷不熱！ 

(四)祝禱的結語(23〜28節)──神必使我們全然成聖，並保守直到主降臨。切記，我們有平安的

神，能保守我們的靈、魂、身體！ 

鑰節：「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

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帖前五 23) 

鑰點：本書是一封仰望、儆醒、等候的書信。其最特別的地方是，每章結束時都提到主的再來(一9，

10；二19，20；三13；四13〜18；五23，24)。保羅特別以「基督再來」貫穿整卷書。這說明保

羅是生活工作在主的再來跟前，以此為吸引、鼓勵、目標並警惕。他不僅自己這樣作，也以此勉

勵所帶領的聖徒。關乎主的再來，《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比較偏重解釋什麼是基督徒的復活

與被提；第五章比較偏重勉勵帖撒羅尼迦聖徒今天趕快做好準備，好迎見主來。 

今日鑰節提到「基督降臨的時候。」本書中的「降臨」和「來」，在希臘原文是PAROUSIA，意

思是「同在」。保羅特別說明他的生活和工作，乃是以「基督降臨(亦即基督再來)」為吸引、鼓

勵、目標與警惕；並且也以此勉勵所帶領的聖徒。在這極悖謬的世代中，我們唯一的盼望乃是被

提。因只有被提的盼望，才能催促我們在這末後的日子中，努力作工，過聖別的生活，以致靈、

魂、體得蒙保守；將來在主再臨之時，才能得以完全，無可指摘。因此，保羅特別啟示我們有關

神全備的福音，就是我們靈、魂和體的完全救恩： 

(一) 靈的救恩──是已過的事，當我們相信接受主耶穌作救主時，聖靈便重生我們，使我們的靈

活過來。 

(二) 魂的得救──是現在的事，藉著與主同釘十架，得以脫離舊人和罪的轄制，活出聖別生活。 

(三) 身體的得贖──是將來的事，當主再來時，我們的身體就要得贖，被變化同形於基督榮耀的

身體。 

「我們的神要親自作成那成聖的工作。主看我們是祂的產業，祂必不休息，一直等祂將所有的地

土都已完全開發為止。所以荊棘與蒺藜除盡還不夠，還有基督美德能夠成長，這些都是在基督裡

才可作成的。」──邁爾 

默想：切記「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祂必成就這事」(24節)，必能保守我們的靈、魂、身體！ 

禱告：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我們完全成聖，保守我們身、心、靈，直到主再來的日子，無可指摘。阿

們！ 

 

【將來我們的身體都要得贖改變】 

有一次，司布真向慕勒要照片，慕勒送他一張晚年的照片，在後面寫了幾句話：「如果你再忍耐

一下，將會收到一張更好的照片。」 

那時慕勒年紀很大了，外面的身體一天比一天毀壞，但是當主回來時，他深信他的身體要得贖，

要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