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基本信息： 

• 内容：一卷感恩、鼓励、劝勉的书信，其中的信息主要针对最近信主的外邦信

徒。 

• 作者：使徒保罗，以及同伴西拉和提摩太。 

• 写作日期：公元50或51年，当时保罗在哥林多，可能是新约中最早的一卷书信。 

• 受信人：帖撒罗尼迦最近信主的人，大部分为外邦人(1:9-10)。帖撒罗尼迦当

时是爱琴海北部的一个海港；在保罗的时代，这里是马其顿的一座主要城市。 

• 致信原因：提摩太回到哥林多保罗和西拉那里；他曾被派往帖撒罗尼迦了解那

里新信主的人的景况（3:5-7)。 

• 重点：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朋友们的爱和担心；受苦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在

性关系上要圣洁；各人需要自己做工，不要指望别人的慷慨生活；死去基督徒

的复活；预备等候基督的再来。 

 
 

《帖撒罗尼迦前书》概要 

        将自己放在保罗的位置上。你最近曾去马其顿的主要城市帖撒罗尼迦传扬基督的

福音，结果非常成功。但是你的成功也激起了极大的反对。接待你的东道主被捕，并

被指控有叛国罪，那里的朋友们在夜间将你领出来，以免你被带到官长面前受审。所

以你在那里的时间比预期要短暂，而新信主的人从经验丰富的老师那里领受基督道理

时间还不长，他们缺乏牧养，基本上只能靠自己成长（徒17:1-9的叙述；2节中提到三

个安息日并不意味着保罗只在这座城里呆了那么久，那只是他能够在会堂里工作的时

间）。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试着像保罗那样，虽然有危险，但是你还要回去（帖上

2:17-18)？可是因为“撒旦阻挡＂，你回不去，又该如何呢？自从离开帖撒罗尼迦以

后，你对那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当时邮政服务还没有出现，更不用提电话和电子邮

件了！）。很有可能，你会像保罗一样，派一位年轻的同工回到那里，他不害怕自己

被认出来，也不怕遭遇什么患难。 



        现在提摩太回到了在哥林多的保罗和西拉那里。这卷书信中足有一半的内容 (1-3

章）是关于保罗与这些新信主的人之间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基本上按照时间

的顺序讲述。这里有关保罗的部分明显有两点：（1)他个人非常担忧帖撒罗尼迦教会

的处境；（2) 当他得知事情的进展基本上不错的时候，他也同样感到由衷的欣慰 (3:6-

8中你几乎可以听到他长舒一口气的声音）。在这两章中，有关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

有两点：（1)他们仍然经历患难和逼迫，但是 (2)在对基督的信仰方面，他们基本上还

站立得稳——虽然他们还不够完全。 

         这卷书信余下的内容提到了提摩太报告给他的一些事。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提

醒他们，保罗及其同工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教导他们的话——关于淫行；彼此相爱，

其中包括各人要自食其力；基督的再来等。信中还提到一件新事，也就是在基督再来

之前那些死去的信徒会怎样的问题 (4:13-18)。 

 

阅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具体建议 

        在阅读的过程中，要记得，这卷书信极有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观察保

罗怎样与新信主的人打交道是阅读这卷书信令人愉快的一部分。要特别注意，保罗频

繁地提醒他们已经明白的事 (1:5; 2 :1, 5, 9, 10, 11; 4: 2, 9; 5: 1) 鉴于提摩太报告说他

们的信仰本质上还是不容置疑的，还有两件事，保罗提到也无须再写 (4:9；5:1)，那

么问题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写这卷书信呢？答案就在 3 章 9-10 节，保罗在这里

为他们总体上表现不错感谢神，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足。保罗因为现在不能到他们那

里，所以写了这卷书信，如同自己到了他们中间一般，并填补“你们信心上的不足”。    

       认识希腊——罗马的总体文化，特别是帖撒罗尼迦社会情况的三个方面(2:1-12;  

4:1-8; 4:13-5:11) 非常重要。首先，2 章 1-6 节保罗为自己辩护，对他的各项指控都

可在外邦的哲学著作中找到——这些指控都指向宗教骗子或哲学骗子。几乎可以确定，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经历的部分患难是因为对保罗的指控而来的（毕竟， 他于夜深人

静之时离开帖撒罗尼迦城，当时政治指控还加在他的身上）。其次，希腊人和罗马人

从来没有认为婚外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这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看来，违反了诫命的第

七条。我们所谓的乱交——不过是大众所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第三，大量考古发现

表明，帖撒罗尼迦人作为外邦人，他们对人死后的事极为关注。 



       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和腓立比书这两卷书信都直接写给马其顿的城市，而其中的

居民在古代就以忠于凯撒而闻名于世，因此读帖撒罗尼迦前书时，也读一读腓立比书

会很有趣。在这两卷书信中，保罗和教会都因为他们忠于一位“王”而不是凯撒受到

了逼迫。 

        但是也有不同，帖撒罗尼迦前书具有友谊函的特点，但是这种友谊并不及保罗和

腓立比人之间那种契约性的友谊。注意在腓立比，保罗接受了他们在金钱上的资助，

而在帖撒罗尼迦，他虽然和耶孙住在一起，但是选择用自己的双手做工来维持生计。

这似乎标志着他宣教策略的转变，这将有助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和哥林多的神学教导，

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将最终以自己为榜样，强化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 9-

11 节的教导。 

 

       总结：基督降临是确定的，但是在我们等待的过程中，要在基督徒群体内部建立

美好的关系，这卷书信就充满了建立这种美好关系的各种教导。基督将为现在的故事

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