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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彼得前書（1）彼得前書的要旨是鼓勵正在面對苦難的信徒（彼前 1:1）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珥書 2:28-3:21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根據使徒行傳 2:16-21的記載，彼得曾引述約珥書 2:28-32這段經文進行講道。但彼得並沒有

說先知約珥的預言已經完全應驗了。約珥預言神要將聖靈澆灌在人身上。過去，神的靈似乎

只臨到列王、先知及士師身上，但先知約珥預見將來聖靈必要臨到每一位信徒。根據以西結

書 39:28-29的記載，以西結也曾提及聖靈澆灌的事。將來，凡信靠神的人必有聖靈在他們身

上。 

 

在約珥書 2:31-32這段經文中，“耶和華的日子”是用以描述神審判萬邦的特定時刻。審判與

憐憫是不可分割的。先知約珥曾指出，只要肯悔改，神必要從審判中把人拯救出來。所以，

在審判和大災難的日子，仍會有人得救。神的心意並非要破壞，而是要醫治和拯救；然而我

們必須接受救恩才可得免於難，否則必要和那些不悔改的人一同滅亡。 

 

根據約珥書3:1-2的記載，“到那日”是指凡求告耶和華的人都得救的日子。神對信徒的祝福，

不單是供應他們所需，還包括摧毀地上一切邪惡並終止一切苦難。這預言的應驗分三個層面：

即時的、未來的與終極的。根據歷代志下 20:1-37 和啓示錄 20:7-9 的記載，即時的應驗是指

約沙法王與列國（包括與摩押和亞捫）之戰；未來的應驗是指百姓從被擄之地巴比倫歸回；

終極的應驗是指彌賽亞統治全地前的大爭戰。 

 

約珥書 3:4-8提到推羅和西頓，這是腓尼基的大城，位於以色列西北；非利士則處於猶大的西

南。腓尼基和非利士這兩個小國，曾於猶大和以色列失陷時竊喜，因為它們以為從此可獨享

日漸繁盛的貿易成果。因為這種錯誤的態度，神要審判他們。 

 

經文提到，猶大人被賣給希臘人、這一外邦不潔之民。有人因此認為約珥生於被擄之後，即

主前 586年、希臘文化開始發達之時。但考古研究證實，早於主前 800年，希臘已與腓尼基

通商；而推羅、西頓和非利士，是在猶大人被擄之前與猶大同期存在的城市。 

 

根據列王紀上 10:1-13的記載，約珥書 3:8提到的示巴是阿拉伯西南的一個國家。早在一個世

紀前，示巴女王曾探訪所羅門，示巴人一直都控制著東方貿易的通道。 

 

約珥描述有許多人在“斷定谷”（即“約沙法谷”）等候。地上有數以億計的人，無論是已

死的、尚在生的或將要生的，每一個均要面對審判。環顧周圍與你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他

們已經接受了神的赦罪嗎？他們知道犯罪的結局嗎？如果我們明白神最後的審判是何等的嚴

厲，就會希望把救恩的盼望帶給每一個自己所認識的人。 

 

約珥指出，最終的審判權是屬於神的。在末日，神的主權便要彰顯出來。我們無法估計這日

何時來臨，但可以深信神掌管世上一切事情。世界的歷史包括我們的一生，也在神的手中。

我們可以在祂的愛中得享平安穩妥，並且相信祂引導我們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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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珥書 3:18說：“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猶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從

耶和華的殿中流出來，滋潤什亭谷。”這是一幅修復之地的至美圖畫，就如伊甸園一樣。生

命的泉源從耶和華的殿中湧出，顯示神要賜福。倚靠神的，必永遠豐盛。 

 

長期以來，埃及和以東都是以色列的仇敵，他們代表一切敵對神選民的人。神應許把他們毀

滅，就是應許總有一天會把世上一切的邪惡滅絕。 

 

根據約珥書 3:20-21的記載，這裏的猶大是指一切屬神的人，就是一切求告耶和華之名的人。

信神的人，必得勝利與平安。 

 

在這卷書預言的開首，先知約珥提到地遭毀滅；在結束時，他提到重建。一開始先知約珥强

調悔改的重要，最後他說到悔改所帶來赦罪的應許。先知約珥催促百姓警醒，不要再得意忘

形，並要醒悟離神的生活是何等的危險。對我們來說，先知的信息指出我們還有時間和機會，

所有呼求主名的人都會得救。凡歸向神的，都將享受預言中所提及的福分；拒絕神的，則要

面對滅亡。 

 

到此，我們就完成了約珥書所有章節的領略與縱覽。結束了這一站舊約聖經約珥書的遊覽歷

程後，從今天的節目開始，我這個聖經導遊，將繼續帶領大家，隨著我們這輛聖經巴士開啓

下一站新約聖經彼得前書的研讀歷程，希望這段新的穿越聖經之旅會讓你更加期待，並帶給

你更多的驚喜與得著。 

 

現在我們要開始查考彼得前書了。彼得前書開篇在 1:1 提到“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彼得

曾經被稱為沒有知識的漁夫，但是任何人只要被主耶穌教導三年，是不可能沒有知識的。彼

得書信證實了這一點。彼得在他的書信中談到教義，那是份量很重的主題。在彼得前書 1 章

開始的前幾節經文，他談到揀選、神的預定、成聖、順服、基督寶血、三位一體、神的恩典、

救恩、啓示、榮耀、信心，以及盼望等等重要的教義。在這幾節短短的經文中，幾乎囊括了

所有基督教教義的精華！從彼得整理這些重要的主題看來，他絕不是沒有知識的漁夫。從書

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彼得的人生有很大的轉變。他曾經血氣方剛，如今是很有耐性的。他第

一次遇到主耶穌的時候，是笨口拙舌、驚慌失措的。我們的主卻告訴他：“你現在還很軟弱，

但是我要使你成為‘磐石’，是堅若磐石的人。你要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教會。”彼得

說得很清楚，教會是建造在主耶穌這塊磐石上的。 

 

有趣的是，雖然他的名字叫“彼得”，是“磐石”的意思，但他卻說所有的信徒都是小磐石：

彼得前書 2:5 記載：“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換句話說，彼得

說每一個信徒都是“彼得”。在他的書信中，我們看到西門‧彼得從來不高抬自己。在彼得

前書的引言中，他自稱是使徒，只是眾使徒中的一個而已。雖然人們在數算使徒的時候，總

是把他列在前面；雖然主耶穌揀選他在五旬節那天傳講歷史上第一篇講章，但他從來不認為

自己比別人高。彼得書信寫在保羅之後，大約是在主後 64-67 年年間寫的。那時血腥的尼祿

登基之後，對基督徒的迫害更加厲害了。據說彼得就是那時殉道的。彼得前書 5:13記載：“在

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安。”有人認為這裏所提到的

巴比倫是隱喻，彼得真正的意思是指羅馬。但是彼得沒有理由用隱喻。彼得寫作的時候不會

用比喻，不像在啓示錄看到約翰所用的筆法。彼得寫信是平鋪直敍，而且非常實際的，他結

合了理論與實際，直接應用到生活上。我相信，如果他是指羅馬，他就會寫羅馬。我個人認

為，西門‧彼得沒有去過羅馬，他的活動範圍局限於小亞細亞、羅馬帝國的心臟地帶，但他

不是開拓那個區域的使徒。我認為他是追隨保羅的腳蹤行。如果彼得早已到過羅馬傳福音，

保羅就不會去羅馬了，因為保羅說過，他要到福音還沒傳過的地方去。既然羅馬排在保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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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之內，顯然是保羅建立了羅馬的教會，而不是彼得。另一個證明彼得在巴比倫，而不是

在羅馬的有力證據，是他所列舉的地名，彼得前書 1:1 記載：“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

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這些地方都是在小亞細亞，

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他列舉的時候是從東往西的，表示作者寫這封信的時候人在東部。按

著人的本性和習慣，我們列舉地理位置的時候，常常是從自己所在的位置開始。如果我現在

在福建，要到北京，我會說我要經過浙江、江蘇、山東，到北京。我們的習慣是從自己的所

在地開始，然後照著順序列舉。由於彼得是從東往西列出地名，我認為他在巴比倫的推論很

合邏輯。 

 

成為巴比倫的俘虜之後，只有少數猶太人回歸故土，實際上還不到六千人。當時在巴比倫還

有很多猶太人。羅馬皇帝克勞狄烏斯（Claudius）在位的時候，對猶太人施行非常嚴酷的迫害，

於是有很多猶太人逃到巴比倫。例如百基拉和亞居拉從羅馬逃到哥林多，還有很多人逃到巴

比倫。當時的迫害是針對基督徒和猶太人。我們知道，彼得服事的對象是猶太人，所以他在

小亞細亞服事猶太人是很合理的推論，尤其是在巴比倫。當時，巴比倫還是幼發拉底河流域

的重要城市，即使巴比倫人的統治結束之後，還是有很多猶太人留在那裏。儘管傳說彼得是

在羅馬殉道而死的，但是卻沒有具體的歷史根據。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懷疑西門‧彼得是服

事以色列四散的百姓的使徒。我相信彼得是往東宣教，保羅是往西宣教。 

 

彼得書信最重要的主題是，基督徒在受試煉時的盼望。儘管彼得書信的教導都是很重要的教

義，談論很有份量的主題，他的筆調卻不冷澀。人們稱彼得是盼望的使徒，保羅是信心的使

徒，約翰是愛的使徒。這封書信强調的重點是盼望，但是我認為傳達這封書信主題的關鍵字

是“受苦”。彼得也强調神的恩典，所以有些解經家認為受苦是他的主題。不過在這封書信

中，“受苦”或是它的同義字共出現有十六處之多。盼望和受苦是緊密連結的。因此我認為

把這個主題定為“基督徒在試煉中的盼望”，也是很公平的。在這封書信中，彼得常常談到

基督受苦。希伯來書和雅各書都是針對基督受苦有很多的教導。先知書當然也會談到這一部

分。不過彼得對這個主題的處理有點不同。彼得談這個主題，是出於他個人豐富的經驗。有

位學者針對彼得受苦有一段評論，我要與你分享，因為他說得很好，他說：“如果談到屬靈

方面，只是用報導的心態處理，這樣的討論既枯燥又空泛；但是當人們以自身的經驗來分享

時，就完全不同了。親身的經歷使得他們在屬靈上有份，也經歷了屬靈的美好。使得講道鮮

活潑有力，傳達出堅定的信仰和誠摯的感情；他們不能輕描淡寫地述說這些經歷，而是心中

充滿了喜樂，使得讚美之詞衝口而出。”因此，西門‧彼得寫的主題雖是苦難，强調的卻是

喜樂！ 

 

講到這裏，我要對年輕的傳道人提一些很重要的事。感謝神，我們有一些年輕、很出色的釋

經學者。有一次，摩根和妻子一起去聽一個年輕的聖經學者講道。這個年輕人口才流利、相

貌堂堂，講了一篇很精彩的講章。在回家的路上，摩根太太問摩根：“這個年輕傳道人很好

吧？”摩根回答說：”等他受過苦以後會更好。”過了好多年，這個年輕傳道人明白為基督

站穩立場是要付代價的。他歷經迫害、體會到教會的問題，有一天他站在墳前安葬他的孩子。

摩根夫婦再去聽他的講道，他們很愛這個年輕人。結束之後，摩根太太問：“你現在覺得他

怎麽樣？”摩根說：“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傳道人。”苦難會使人成長。我個人也有這樣的經

歷。我還年輕的時候，高談闊論地說要為主戰穩立場、暢言苦難。當時我常探訪醫院，握著

病人或家屬的手為他們禱告；安慰他們主必與他們同在。那時我只是個專業的傳道人，雖然

對我所說的深信不疑，但從來沒有真正體驗過。直到有一天，我自己病了，住進醫院，有一

位傳道人進來為我禱告。當他準備要離開的時候，我對他說：“以前我和你一樣，也在這裏

告訴病人神會與他們同在。現在你要離開了，我還得待在這裏。我要知道我對別人說的只是

理論、還是事實。”我印證了那是事實。從此以後，神的話不再是理論。我“確實”知道聖



 

4 

 

經是這麽說的，我也經歷到神的同在。我不再與人爭辯這類的事，因為我確實知道了。我不

再和人爭辯蜂蜜甜不甜，如果你認為不甜，那是你的事。我今天早晨才吃過，我覺得很甜。

這是親身體驗才能得到的認知。西門‧彼得不會對我們高談闊論他的苦難神學，他和我們分

享他的親身經歷。當彼得的經驗成為你我的體驗時，就是無比美好的珍寶。 

 

彼得前書的大綱是這樣的：彼得在 1:2-6以感謝神的救恩開始，在 1:7-9闡明現在所經歷的苦

難是為了熬煉信徒的信心。在 1:10-13彼得指出，從前先知已預言神的救贖計劃，但他們卻不

能明白，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已經將這救恩顯明出來了。為了回應這麽偉大的救恩，彼得囑

咐讀者要追求聖潔的生活（1:14-16），敬畏和信靠神（1:17-21），存誠實和愛心彼此相待，也

要效法主耶穌基督（2:1-3）。基督是寶貴的房角石，也是建造教會的基石（2:4-6）；是“匠人

所棄的石頭”，也是“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2:7-8）；但教會卻建立在這塊基石上，成

為神所揀選的祭司（2:9-10）。接著，彼得指明信徒在艱難的日子當如何生活（2:11-4:11），如

何正確對待逼迫，作好準備（4:12-18），更要信靠神的拯救（4:19）。彼得忠告長老要牧養神

的群羊（5:1-4）；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帶領（5:5-6），各人都要信靠神並努力抵擋撒但（5:7-11）。

最後在 5:12-14，彼得以個人、教會和馬可的問安作為結束語。 

 

很多人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我對神會保守信徒救恩的事篤信不疑，雖然我花很多

時間才對我的得救有把握；但是還有很多人對他們的得救沒有把握。為什麽呢？因為，信徒

的苦難和神的保守是相輔相成的。你知道苦難會帶來什麽結果嗎？會來帶喜樂！你想不到吧。

這卷書 1:1的經文就蘊含了豐富的意義。 

 

彼得前書 1:1說：“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細亞、

庇推尼寄居的，” 

 

首先，請注意彼得用的名字：彼得，是磐石的意思。現在他已經是堅如磐石的人了。他經歷

了五旬節的神蹟，知道為基督站穩立場是怎麽一回事。他曾被下在監裏、飽受威嚇，他很明

白十字架的酷刑正在等著他。彼得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麽。我必須承認，我對神學院一些老師

的教導感到不以為然。他們只有有限的牧會經驗，甚至毫無經驗的，卻站在講臺前，為了裝

備年輕人出來服事而講一些空話。他們不瞭解牧會所遭遇到的實際問題，因為他們沒有經驗。

他們沒有為主受苦的真實感受。聽了他們的講道，我得重新再研讀彼得前書，因為我“相信”

彼得，他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我要聽那些走過苦難，有真實體驗的講道。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彼得是耶穌基督的使徒，這是他的自我介紹。雖然我一直認為他

是使徒中的領袖，我真的喜歡他，但他卻不以此自居。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