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一章 

   第一章的重點，差不多已點出整卷書信的中心主題，就是「主的日子」。保羅在書信的開始

，再次提到帖城信徒在患難中仍然可以在信心和愛心上有所增長，並為到他們屬靈生命的成長

感到欣慰，因此在馬其頓的教會中為他們美好的見證誇耀。 

 

  對於信徒所遭受到的苦難，保羅指出，神既是公義的，就必然會為他們伸冤，亦會對那些行

惡的人加以報復，而他們的懲罰就是永遠的沉淪，與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隔絕，也就是永遠

不能與主同在。而相信主耶穌的信徒，他們的經歷卻不一樣，信徒會與主一同得榮耀，而這應

許就是在主再來的時候實現。保羅為到帖城信徒代禱，願神看到帖城信徒的行為，好叫神成就

信徒所做一切美善和信心的事奉。 

 

  保羅提到帖城信徒在患難中，信心與愛心都增長，換句話說，信心與愛心同樣都會減少。如

果說患難是一種磨練，讓信心增加，這當然是好的結果，不過，患難亦可以消磨信徒的信心，

令信徒跌倒，這卻是壞的結果，因此，構成信徒信心與愛心增加的原因，不是患難本身，患難

本身是中性，既可以藉此增強信徒的信心，亦可以磨滅信徒的信心。所以，信徒信心的增加或

滅少，不是取決於外在世界的環境，而是取決於信徒內在心裡與神的關係，與神的關係越緊密

，就越能從神支取力量去面對逆境，而每一次信仰經歷的累積，就成為信心增長的重要元素。 

 

  同樣，主的日子帶來懲罰，抑或帶來榮耀，都是取決於我們與神的關係，保羅提醒我們，除

了不認識主的人要接受懲罰之外，不聽從主耶穌福音的人也要接受懲罰，前者有機會是從未聽

過福音的人，後者卻是已聽過福音，但最終不相信神的人。對於後者而言，他不是拒絕向他傳

福音的人，他是直接拒絕了神，因此要接受神的懲罰。 

 

  今天，對信徒而言，主再來的日子是否能夠帶來盼望，讓信徒可以在患難中仍能堅守信仰?或

許今天的信徒會認為，主再來的日子已經等待了二千多年了，不會在他們有生之年會經歷到，

以致輕視了這日子。無論是主耶穌，抑或是使徒，都提醒當代的信徒，在主回來之前，都需要

儆醒，這種儆醒的心思意念，就是要確保行事為人，要與所得的恩典相稱，遵行主的旨意，不

要讓主的榮耀受虧損，因為主再來的日子，必然會追討的。因此，除非主不會回來，否則，無

論主回來的日子是我們在世，或是不在世，只是遲或早的問題，但結局都是一樣。 

 

  輕看神的話語，是人的罪性，從始祖亞當就如是，舊約以色列民族如是，新約的信徒也如是

。今天，神的話語毫不掩飾、清清楚楚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應以甚麼的心態去面對呢 ? 

歷史及生命還未結束，我們仍可以選擇，取決於我們是否重犯這個「輕視」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