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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第一章 

彼得前書 

簡介：與雅各書一樣，彼得前書是寫給正面對逼迫的
基督徒，從 1:6-7節可以看見這點。但這是甚麼樣的
逼迫呢？衝突的原因在甚麼地方？有聖經學者主張，
彼得前書顯露了當時問題的所在：基督教正與希臘的
文化接觸，並因要接受羅馬之社會價值，以致與猶太
傳統，甚至與基督教主要的價值觀衝突，衍生了緊張
的局面，形成了當時基督教的身份〔identity〕和持續
性〔continuity〕的危機。 

羅馬之主要的社會價值觀主張『管治』：凡作主人的
要管治奴僕，丈夫管治妻子，父管治子等。這些等級
是羅馬帝國社會安定的基石，任何宗教或政治團體對
這套社會和信仰之價值觀有顯著的差異和批評時，便
被視為對羅馬政權的一種威脅。所以有不少聖經學者
主張，彼得前書急欲澄清的，便是基督教信仰之『社
會與家庭的規章』與羅馬之社會價值觀並無衝突，以
免羅馬政府以基督徒為破壞社會和諧的威脅。 

然而，問題仍然存在，基督教作為一個新興，而又未
得政府認可的宗教，在當時社會中自然受到不同的壓
力。如果想避免壓力，便得與當時的社會及其價值觀
認同。然而，基督徒對基督的全然盡忠，是不能與羅
馬或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外邦人的價值觀苟同的。畢竟，
基督教並非如昆蘭社團一樣，是避世隱居的一個群體。
基督徒有一個普世的使命，是要藉著他們與眾不同的
生活方式及價值觀，領人歸主。故此，他們要積極地
與外人相處交往，在整個過程中，遭受誤會，排斥和
毀謗在所難免，受到敵對者的攻擊甚或政權的迫害亦
是意料中的事。所以，讀彼得前書要注意的背景乃是，
在苦難和逼迫中，在價值觀和文化衝突中，仍然不失
去活潑的盼望。 

週一。第 1章：保羅一開始就重述救恩，說明活潑盼 

望建立的根基。在 2-12節可分成三部分：1）三位一
體的救恩，父神的揀選、聖靈使成聖潔、基督的血使
人得贖。2）今生必有試驗，驗證救恩在信徒身上的
果效。3）古人的印證，從預言到應驗，有根有據。
其中重要的經文在 1:5 節，提醒我們救恩的最後完成，
乃是在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可以得
著不能朽壞、不能沾污、不能衰殘的基業。因此，在
13-25節勸勉信徒的生活要追求聖潔。聖潔生活的要
求有三部分：1）從約束己心開始。2）要常存敬畏的
心。3）愛弟兄的心不可虛假。 

每日經文默想：1:5節，你們這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
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每日生活應用：細想 1:13節，在哪些事情上，你需
要約束你的心。再思想羅 12:1-2節，當獻上自己的
身心靈為活祭；心思意念的更新與約束己心，是否有
異曲同工的意義。 

 

 

週二。第 2 章：延續 1:5 節的思想，信徒要追求成長，
因信得蒙神的能力保守，得著在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所以，本章經文的重點放在除去舊的、穿上新的；在
新人方面的教導，以順服為主題。在談到受苦的主題
上，我們也應注意 2:20節的精意，說到兩種受苦的
來源；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
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 神看是可
喜愛的。 

每日經文默想：2:9節，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對你擁有這幾種身份的理解是什麼？ 

每日生活應用：細想 2:2 節，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
救。愛慕神的話、羨慕成為良善，這些都是基督徒耳

熟能詳的教導。想一想，在你生活中有哪些事情佔據
了你的心，以致奪去了你渴慕親近神的時間。 

 

 

週三。第 3章：延續前一章有關追求成長中所提到的
順服的主題，說到在家庭裡，妻子要順服丈夫，丈夫
要敬重妻子；以及在教會裡的相處之道。3:8節的
“總而言之”，似乎是從 3:1-7節來的結論，“你們
要同心”的“你們”究竟是指夫妻，還是指教會裡的
弟兄姐妹？同樣的經文論述，也出現在以弗所書
5:21-33 節，以基督和教會的關係，對比丈夫與妻子
的關係。 

3:13-17 節是一段打開傳福音之門的經文；當有人看
見信徒在逼迫中，仍然持守心中的基督，抓住那活潑
的盼望時，好奇發問當中的緣由時，就是神所賜分享
福音的良機。因此，我們務必要常作準備。接著是用
主耶穌也曾受苦的榜樣作為鼓勵。 

每日經文默想：3:15節，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每日生活應用：細想 3:8-9節，願神祝福你的心及口
舌，即使在遇到不公平、被惡待的事情上，也能不起
惡心惡念、不還辱罵，倒要祝福他。 

 

 

週四。第 4章：延續前一章效法主耶穌受苦的榜樣，
鼓勵信徒如果也能常存這種“受苦的心志”，就會不
隨從人的情慾，與罪斷絕；因此在世餘下的日子，學
會順從神的旨意。“受苦”顯然有很深的神學意義；
因為，神常使用困難吸引人回到祂面前，專心尋求祂；
就如約伯記 42:5節，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
見你。所以，我們在遇到苦難時，應當特別儆醒分辨，
安靜禱告；切勿只是一昧怨天尤人。 



從 4:7節開始說到萬物的結局近了，我們應當謹慎自
守，更要切實彼此相愛，照神所賜的恩賜，彼此服事。
然後說到，以喜樂的態度，面對火煉般的試煉；因為
知道結果是在主裡蒙福，成為神的榮耀。最後，彼得
再提醒眾人要儆醒；因為必有審判，而且審判時，是
從神的家開始。 

每日經文默想：4:8節，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
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每日生活應用：細想 4:10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
彼此服事，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主耶穌在馬太
福音 24-25章告訴門徒，當預備主再來，其中特別的
叮嚀，務要作忠心的僕人。神給每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然後告訴我們要作恩賜的好管家，就是忠心的管家。
想一想，你現在不能服事的原因及障礙是什麼？求神
給你跨過障礙的力量。 

 

 

週五。第 5章：談到教會裡的事奉。從對牧者和長老
的教導開始。最基本的心態是“甘心樂意”牧養神的
群羊。注意這裡的用詞，不是牧師和長老的羊，而是
神的群羊。牧師和長老乃是受神的託付作牧養的事奉。
對神忠心，對人有愛心。牧養的心態是作榜樣，而非
用權柄轄制會眾。 

接著又談到順服的主題，從第二章開始談追求成長，
順服的主題就沒有斷過。這裡特別指出，能順服的根
本乃是謙卑。謙卑的人知道一切都是從神那裡領受的，
因此，根本沒有什麼是值得自誇的。也因為謙卑，知
道神在我們的生命中作王，因此才能卸下憂慮。謙卑
也是抵擋魔鬼的最佳武器。 

在最後的祝福勉勵，再次強調彼得所說的是神的真恩，
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每日經文默想：5:6節，你們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
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每日生活應用：細想 5:10節的應許，走完一生的道
路，有高山有低谷、有藍天有烏雲，然而，信實的神
在我們暫受苦難之後，如保羅在林後 4:17-18節所說
的，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與將來要得到的極重無比永
遠的榮耀，是無法相比的。讓我們學習有這種眼光，
看見那看不見的神的應許。 

彼得後書 

簡介：彼得寫後書的目的是甚麼？在主後六十至八十
年代之間，使徒相繼去世，第二代領袖開始領導教會，
教會繼續擴展，而異端也越發猖狂，不信者的逼迫亦
更加熾烈。這是教會的鞏固時期，也是一個充滿內憂
外患的時期。在這時期中，我們可看到福音書相繼出
現，以及第一代與第二代領袖們針對教會情況寫信著
書，努力建立教會，帶領教會在穩固中成長。以篇幅
而言，這些著作佔了整本新約一半以上。彼得寫此書
大約在主後六十五至六十八年間，大概在彼得殉道前
不久，可能寫於羅馬。彼得感到自己不久將不再在世，
又知道教會中必有假師傅出來敗壞信徒的信心，異端
會出現，擾亂毀謗，彼得寫此信來警告提醒，堅固教
會。 

彼得後書有甚麼特色呢？我們只須速讀彼得後書一遍，
便不難發現彼得後書有許多經節及內容與猶大書相似，
事實上，它幾乎包含了猶大書 4至 18節的大部分內
容。所以有兩個假設：第一，猶大書先寫成，彼得根
據此書加添內容，並且將猶大的嚴厲語氣轉為溫和，
濃縮了他的隱喻，又刪減了引用的次經。第二，先有
彼得後書，猶大書按著已經傳閱的彼得後書，加以濃
縮，來滿足先前未收到彼得後書的教會之需要。並且，
猶大認為有需要加強彼得後書信息的嚴厲性，增加一
些本來含糊的隱喻，並引用次經來支持其論據。當然，
還有第三個可能性，彼得後書和猶大書都有共通的資
料來源，但這可能性不高。 

所以，讀彼得後書要注意的背景乃是，第一，鼓勵那
些靈命停滯不長進的信徒。第二，要他們提防在他們

中間那些離經背道的人，提防假先知和假師傅的異端
和錯誤。 

 

 

週六。第 1章：彼得問安之後，在 3-4節直接指出生
命的開始在乎認識神。神已賜下一切有關生命和敬虔
的事；也賜下最寶貴的應許。因此，遵行的人就與神
的性情有份。所以，做不做都在於信徒的選擇。5 節
一開始說，正因這緣故，你們要…。所以，5-7節說
明，願意去遵行的人，就照下面的方式去行。然後，
8-9 節指出，真正認識神的人，照 5-7 節的方式去行，
他們所結的果子，就是在日常生活裡印證信心的人。
10-11節說，這樣殷勤去行的人，在基督再來時，必
能站立得住，而且豐豐富富的進入神的國。重點是在
“豐富富的進入”，而不是在談“會不會進入神的國 

” 。 然後彼得提醒信徒，因為人需要常常被提醒，
務必要在已有的真道上堅固自己。接著在 16-21節轉
入『真道、真教導』的主題，指出主耶穌是直接被父
神證明的（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也是被先
知的預言證明的；而彼得跟隨主耶穌，親自經歷了這
些事情，等同於自己的見證。接著說出了兩節非常重
要的話，在 20-21節，聖經的話不是隨人的私意隨便
說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這兩節經
文，奠定了聖經權威的基礎。 

每日經文默想：1:9 節，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
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每日生活應用：細想 1:5-7節，在你的生活裡的哪些
事情上，你使人看見你結出這三節經文所敘述的果子。
你是否願意照本章經文的鼓勵，脫離靈命停滯不前的
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