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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對於一間由外邦人所建立的教會，需要提供更多的信仰提醒，其中一樣就是聖潔，雖然

聖潔一詞含意廣泛，但保羅在此針對的是性倫理，這課題對於出身異教文化、剛成為信徒的人

來說特別重要，因為當時希羅社會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性觀念和風俗習慣。當時，妻子會要求保

持貞潔，而在某些圈子裡，丈夫的貞潔也被視為一種美德，但與此同時，人們卻寬容甚至偶而

鼓勵種種婚前及婚外的性行為，因此不能假設剛加入教會的初信者在性觀念方面有一致的理解

與期望，因此保羅要信徒遠避淫行，就是指賣淫、通姦或亂倫等一切行為，而避免干犯這些行

為的主要方法，就是學習如何控制自己的身體。 

   

   保羅所提出的教導，是以神學而不是以文化為基礎的，因為他指出拒絕其教導的人，不是拒

絕他，而是拒絕神。也就是說，保羅的教導是跨文化的，並非建基於任何一個文化或歷史處境

。保羅的神學觀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就是人屬於創造他的神，如果信徒相信神創造人類，信

徒就有義務作取悅神的事，信徒不屬於自己本身，這是不容爭議的。這種觀念，與當時流行的

「自主文化」成了強烈的對比。 

 

   帖城信徒另一個需要關心及澄清的課題，就是他們擔心在主耶穌再來之前，那些死了的信徒

會否錯過了甚麼，或是擔心自己在某方面處於不利的狀況，這都需要保羅對他們加以解釋。保

羅用「睡」這個字作為死亡的一種解釋，亦是當時異教徒、猶太教和基督徒對死亡的一種委婉

的說法。但異教徒認為這種「睡」是不會醒的，反映出死亡將失去了一切的希望，這有別於基

督教對死亡的觀念。 

 

  保羅認為，既然信徒相信耶穌死而復活，信徒也必須相信，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

神會使他們復活過來。對保羅而言，耶穌和那些信祂的信徒之間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相連，所以

相信耶穌復活的，必然相信跟隨祂的人也同樣會復活。因此，對死亡的態度，在典型的異教徒

和基督徒之間，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對前者而言，死亡意味著生命永遠的結束，對後者而言

，死亡意味著在達到一個更好的存在狀態之前的過渡期，這更好的存在狀態就是與基督同在的

生命。因此，保羅認為，基督徒面對死亡應懷著盼望而不是絕望，因為根據神在過去為耶穌所

成就的事，盼望在將來也會同樣在信徒身上成就。 

 

  今天，仍然有很多非信徒認為人死如燈滅，對死亡充滿恐懼與陌生，因為一切都不能再掌握

到，亦預計不到。然而，信徒是否能夠無懼死亡呢。信徒的生命能否與主耶穌有親密的關係，

以至能夠確定將來可以與主同在，因而對死亡有一種釋懷與穩妥的心，這種與主耶穌生命的連

繫，才是生命能否得救的最好確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