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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夢魘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5:11 

     莊祖鯤牧師       

前 言 

 在二十世紀末，人們對於「世界末日」有非常不同的反應，有的

人焦慮不安，有的人漠不關心。對於死亡，人們也同樣的有見仁見智

的看法。基督徒應該如何看「生死」與「世界末日」這兩個問題呢？

保羅在本段聖經就是在探討這兩個重要的問題。這兩段經文，都以「論

到」為始(4:13; 5:1)，以「彼此勸慰」作結(4:18; 5:11)。 

I. 對死亡―要存著盼望(4:13-18) 

1. 關於「基督的再來」(v.14-16) 
― 對於已死的親友，我們的傷心是人之常情，因為「天人永 
   隔」畢竟是人之大慟。但是唯有基督徒能有與已死的信徒 
   「再相會」的盼望，這是我們極大的安慰。 
 

2. 關於信徒的「復活」(v.14-16) 
― 聖經上經常稱已死的信徒「睡了」，而英文的「墳場」(cemetery) 
   也是來自希臘文的「睡覺之處」。但是聖經上從未稱耶穌「睡 
   了」，總是說祂「死了」。因為耶穌基督是為承擔人類的罪， 
   與神隔離了，所以祂「死了」。信徒則因耶穌的代贖，使我 
   們的肉體雖然「睡了」，靈魂卻能與神同在。 
 
― 信徒的復活，將得到一個嶄新的身體，是有榮光的「天上 
   形體」(林前 15:35-52)。 
 

3. 關於信徒「被提」(v.17a) 
― 「被提」一詞的英文(Rapture)來自拉丁文(rapto)，意思是 
   「被抓住」。聖經中只提到信徒被提的事，卻未明確提到被 
   提的時機，因此才有「災前被提」、「災中被提」及「災後 
   被提」的三種理論。 
 

4. 關於「與主永遠同在」(v.17b) 

II.  對主再來―要儆醒謹守(5:1-10) 

1. 不要掉以輕心(v.1-3) 
  ― 對於主的再臨，有的人焦慮不安，覺得已經迫在眉睫了， 
     甚至於傾家蕩產，以迎接主再來；有的人則漠不關心， 
     認為是天方夜譚。這兩種極端的態度都是不正確的。 

― 對於主的再臨，人們最有興趣的題目可能是：『何日君再 
   來？』。但是聖經卻一再地告訴我們，祂再臨的時候日期   
   是無法預測的(徒 1:7)。但是歷代以來，總是有人妖言惑 
   眾，甚至引發動亂。我們要記得主耶穌的警告與提醒。 
― 用孕婦生產來預表末日的災難，一方面表示結局是無可 
   避免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示時間卻是無法預知的。 

 
2. 要保持儆醒謹守(v.4-8) 

― 「光明」與「黑暗」，「白晝」與「黑夜」是兩個對比。 
   但如果我們是光明之子，我們就不必一直提心吊膽。 
― 「儆醒」是心智上的警戒，「謹守」卻是道德上的自制。 
― 盼望不是「一廂情願的期望」，而是「篤信不疑的期待」。 

 
3. 要肯定神的應許(v.9-11) 

― 使我們能坦然面對死亡及末日的因素，主要是因為耶穌 
   基督的救恩。 

結 論(5:11) 

 我們應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 
 

討論問題： 

(1)你曾有已信主之親人過世的經歷嗎？你覺得 4:13-14 這段話，在悲

痛中能給你安慰嗎？請分享你的經歷。 

(2)你對於「主再來」的應許持何種態度？期盼？恐慌？淡然？謹慎？

你覺得主再來的日子近了嗎？請分享你的觀點。 

(3)我們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儆醒與謹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