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作者是保羅，成書於主後50-51年，地點在哥林多（參徒十八
1、5；帖前三6；林後一19）。雖然西拉和提摩太於信首與保羅聯名出現，但從書信
的內容看來，真正的作者只是保羅一人。	

徒十六章記載保羅看見了馬其頓的異象，和同工西拉來到歐洲傳福音。後來保羅來

到帖撒羅尼迦（徒十七章），一連三個安息日，在會堂講解耶穌復活。當中有一些猶

太人信主，而外邦的敬虔者信主也不少。可是，不信的猶太人嫉妒他們，招聚了市井

匪類暴亂，結果保羅和他的同工只有離開帖撒羅尼迦。因此，帖撒羅尼迦教會是保羅

在患難中建立的教會，而這教會則是在患難中相信與成長的教會（帖前一6，二14，

三3-4，6-7）。他們的堅持與傳揚福音的熱心，使他們成為馬其頓和亞該亞眾教會的

模範（帖前一7-8）。	

後來保羅去到庇哩亞傳道，但猶太人從帖撒羅尼迦來搗亂，逼使保羅離開庇哩亞，

而西拉與提摩太則繼續留下來。接著保羅來到雅典，但仍然很擔心帖撒羅尼迦教會的

情形，便打發提摩太前往帖撒羅尼迦，堅固那裡的信徒（帖前三1-3）。徒十八章記載

了保羅來到哥林多，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抵達，與保羅會合，報告有關帖撒羅尼迦

教會的好消息。結果保羅便與他們聯名寫信給帖撒羅尼迦教會，表示欣慰之情，並勉

勵他們在信主之後要生活聖潔、親手作工、討主喜悅。保羅也同時針對教會對信徒復

活和主再來的困惑，詳細教導這方面的教義，藉此勉勵飽受患難的信徒。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短暫逗留後，就匆匆離開（徒十七5-10），因此一些剛離棄舊教
的新信徒（一9），在逼迫中很難得著外來的支持，這亦成為保羅寫此信的目的： 

• 鼓勵在試煉中的新信徒（三3-5）， 
• 教導他們過敬虔的生活（四1-8）， 
• 勸誡一些人不可漠視日常的工作（四11-12）， 
• 提出在基督再來之前已死的信徒未來盼望的確據（四13-18）。	
• 勸誡他們要過警醒的教會生活（五1-22） 

全書大綱：	

I. 問安（一1） 
II. 為帖撒羅尼迦教會感恩（一2-10） 
III.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的事奉（二1-16） 
IV. 保羅渴望再到帖撒羅尼迦（二17-三13）

I. 生活教導（四1-12） 
II. 論主再來（四13-五11） 
III. 多方勸勉（五12-22） 
IV. 囑咐與祝福（五23-28）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作者是保羅，帖後的信首問安（一1）表示保羅、西拉、提摩

太三人仍然在一起（帖前一1）；因此帖後也像帖前一樣，是保羅在其第二次宣教

旅程中，於哥林多傳道的初期寫的，即寫於50-51年間。 

	在保羅寫了前書後，有消息從帖城傳到他的耳中（帖後三11），讓他知道帖城的

最新情況，保羅針對這些情況寫了帖後。帖前二14-16對猶太人的控訴，已反映出

帖撒羅尼迦人所受逼迫的嚴重程度，帖後一章再以極嚴厲的話，論及那些加患難給

帖教會的人（帖後一6、8-9），這表示他們所受的逼迫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比前更

為猛烈。	

	此信鼓勵讀者在逼迫中繼續堅守所信的道，並以主再來的榮耀前景來堅固他們，

為此糾正對於主再來的誤解（二1-12），保羅指出主再來之前的事情當時尚未發生

（二3-12），故帖撒羅尼迦人不要受錯謬的教導所迷惑；保羅也悉心勸勉過分熱心

盼望主再來的人： 
• 主的日子來臨前，邪惡不法的事會大增。 
• 「大罪人」要出現，成為人敬拜的大偶像。但這不法的人雖有撒旦撐

持，很快便給消滅，信他的也必沉淪。 
帖前四11-12，五14反映出，教會內有人閑懶不作工的情況仍沒有改善。因此保羅

以身作則，要人明白基督徒的一個標記是殷勤工作，不輕看勞動，他在帖後進一步

指示教會，要對不殷勤工作的人採取紀律行動（三6-15）。	

全書大綱： 
I. 問安（一1-2） 
II. 感恩與祈求（一3-12） 
III. 主再來的教導（二1-13） 
IV. 再次感謝與祈求（二13-17） 
V. 懇請代禱與代禱（三1-5） 
VI. 紀律行動的教導（三6-15） 
VII. 問安與祝福（三16-18） 



帖撒羅尼迦書信的貢獻 
I. 終末論 

1. 帖前四13-18 
由於帖撒羅尼迦信徒對已死與活著的信徒，在主再來時的時序關係產生誤

解，保羅在帖前四13-18，在主再來的一刻所要發生的連串事情的先後時序，
來給予他們安慰。 

• 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四16） 
• 然後，才輪到活著的信徒「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四

17）。 
2. 帖前五1-11 
藉著將主再來的時間，比喻像賊一樣在夜間潛入。保羅強調主再來的迫切

性。信徒既知道主再來的日子臨近，便當作好準備，以謹守的態度來過這段

日子（五7-8）。 
3. 帖後則強調終末論另一個側面，當中包含兩個重點： 

• 保羅明言那些將患難加給帖撒羅尼迦信徒的人，將來必受審判（一6-
10）。 

• 主再來的日子臨到以先，必有「背道的事」和「不法的人」的出現（二

3）。保羅指到，信徒中間會爆發一次大規摸的離道反教，並特別指到
一位最後出現的「敵基督」。 

• 經文更提到「現在有一個攔阻他的」，要等到那攔阻解除，那不法的

人便會最終顯露出來（二7-8）。對於這攔阻究竟是什麼，學者意見紛
紜。當中最普遍也是最可能的解釋，就是國家政府和聖靈。 

II. 神的道 
《帖前》極之強調上帝的道。 

• 在一、二章，保羅以不同形式提及上帝的道或福音資訊達九次之多。 
• 保羅講述他本身的傳福音動機及方法時，上帝的道仍是其背後的核心

要旨（一5、6、8，二2、4、8、9、13）。而人最自然和合適的回應，
就是用信心去接受這道。 

• 保羅已盡心竭力地將上帝的道傳開，為的是讓這道透徹地影響他們的

生命。 
• 他為帖信徒領受這道而感恩，因為他們《不以認為這是人的道，而確

是上帝的道》（二13）。在帖前，我們看到一套特別強的《上帝的道
神學》。 

III. 鞏固初信者的信心 
帖前談及許多初信者所面對的問題：如從家人、朋友而來的敵視，以及初信

者的熱情逐漸地冷卻下來。他們在信主不久後便遭受逼迫。保羅提醒他們，教會

遭遇逼迫，是意料中事（二14-16），他們唯有紮根在上帝的道中，便能得著穩安
（一6，二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