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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彼得前书（1）彼得前书的要旨是鼓励正在面对苦难的信徒（彼前 1: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约珥书 2:28-3:21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根据使徒行传 2:16-21 的记载，彼得曾引述约珥书 2:28-32 这段经文进行讲道。但彼得并没有

说先知约珥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约珥预言神要将圣灵浇灌在人身上。过去，神的灵似乎

只临到列王、先知及士师身上，但先知约珥预见将来圣灵必要临到每一位信徒。根据以西结

书 39:28-29 的记载，以西结也曾提及圣灵浇灌的事。将来，凡信靠神的人必有圣灵在他们身

上。 

 

在约珥书 2:31-32 这段经文中，“耶和华的日子”是用以描述神审判万邦的特定时刻。审判与

怜悯是不可分割的。先知约珥曾指出，只要肯悔改，神必要从审判中把人拯救出来。所以，

在审判和大灾难的日子，仍会有人得救。神的心意并非要破坏，而是要医治和拯救；然而我

们必须接受救恩才可得免于难，否则必要和那些不悔改的人一同灭亡。 

 

根据约珥书 3:1-2 的记载，“到那日”是指凡求告耶和华的人都得救的日子。神对信徒的祝福，

不单是供应他们所需，还包括摧毁地上一切邪恶并终止一切苦难。这预言的应验分三个层面：

即时的、未来的与终极的。根据历代志下 20:1-37 和启示录 20:7-9 的记载，即时的应验是指约

沙法王与列国（包括与摩押和亚扪）之战；未来的应验是指百姓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终

极的应验是指弥赛亚统治全地前的大争战。 

 

约珥书 3:4-8 提到推罗和西顿，这是腓尼基的大城，位于以色列西北；非利士则处于犹大的西

南。腓尼基和非利士这两个小国，曾于犹大和以色列失陷时窃喜，因为它们以为从此可独享

日渐繁盛的贸易成果。因为这种错误的态度，神要审判他们。 

 

经文提到，犹大人被卖给希腊人、这一外邦不洁之民。有人因此认为约珥生于被掳之后，即

主前 586 年、希腊文化开始发达之时。但考古研究证实，早于主前 800 年，希腊已与腓尼基

通商；而推罗、西顿和非利士，是在犹大人被掳之前与犹大同期存在的城市。 

 

根据列王纪上 10:1-13 的记载，约珥书 3:8 提到的示巴是阿拉伯西南的一个国家。早在一个世

纪前，示巴女王曾探访所罗门，示巴人一直都控制着东方贸易的通道。 

 

约珥描述有许多人在“断定谷”（即“约沙法谷”）等候。地上有数以亿计的人，无论是已死

的、尚在生的或将要生的，每一个均要面对审判。环顾周围与你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他们

已经接受了神的赦罪吗？他们知道犯罪的结局吗？如果我们明白神最后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

就会希望把救恩的盼望带给每一个自己所认识的人。 

 

约珥指出，最终的审判权是属于神的。在末日，神的主权便要彰显出来。我们无法估计这日

何时来临，但可以深信神掌管世上一切事情。世界的历史包括我们的一生，也在神的手中。

我们可以在祂的爱中得享平安稳妥，并且相信祂引导我们作决定。 

 

约珥书 3:18 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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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什亭谷。”这是一幅修复之地的至美图画，就如伊甸园一样。生命的

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涌出，显示神要赐福。倚靠神的，必永远丰盛。 

 

长期以来，埃及和以东都是以色列的仇敌，他们代表一切敌对神选民的人。神应许把他们毁

灭，就是应许总有一天会把世上一切的邪恶灭绝。 

 

根据约珥书 3:20-21 的记载，这里的犹大是指一切属神的人，就是一切求告耶和华之名的人。

信神的人，必得胜利与平安。 

 

在这卷书预言的开首，先知约珥提到地遭毁灭；在结束时，他提到重建。一开始先知约珥强

调悔改的重要，最后他说到悔改所带来赦罪的应许。先知约珥催促百姓警醒，不要再得意忘

形，并要醒悟离神的生活是何等的危险。对我们来说，先知的信息指出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

所有呼求主名的人都会得救。凡归向神的，都将享受预言中所提及的福分；拒绝神的，则要

面对灭亡。 

 

到此，我们就完成了约珥书所有章节的领略与纵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约珥书的游览历

程后，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开启

下一站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的研读历程，希望这段新的穿越圣经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并带给

你更多的惊喜与得着。 

 

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彼得前书了。彼得前书开篇在 1:1 提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彼得曾

经被称为没有知识的渔夫，但是任何人只要被主耶稣教导三年，是不可能没有知识的。彼得

书信证实了这一点。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谈到教义，那是份量很重的主题。在彼得前书 1 章开

始的前几节经文，他谈到拣选、神的预定、成圣、顺服、基督宝血、三位一体、神的恩典、救

恩、启示、荣耀、信心，以及盼望等等重要的教义。在这几节短短的经文中，几乎囊括了所

有基督教教义的精华！从彼得整理这些重要的主题看来，他绝不是没有知识的渔夫。从书信

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人生有很大的转变。他曾经血气方刚，如今是很有耐性的。他第一

次遇到主耶稣的时候，是笨口拙舌、惊慌失措的。我们的主却告诉他：“你现在还很软弱，但

是我要使你成为‘磐石’，是坚若磐石的人。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教会。”彼得说得

很清楚，教会是建造在主耶稣这块磐石上的。 

 

有趣的是，虽然他的名字叫“彼得”，是“磐石”的意思，但他却说所有的信徒都是小磐石：

彼得前书 2:5 记载：“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换句话说，彼得说每

一个信徒都是“彼得”。在他的书信中，我们看到西门‧彼得从来不高抬自己。在彼得前书的

引言中，他自称是使徒，只是众使徒中的一个而已。虽然人们在数算使徒的时候，总是把他

列在前面；虽然主耶稣拣选他在五旬节那天传讲历史上第一篇讲章，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比

别人高。彼得书信写在保罗之后，大约是在主后 64-67 年年间写的。那时血腥的尼禄登基之

后，对基督徒的迫害更加厉害了。据说彼得就是那时殉道的。彼得前书 5:13 记载：“在巴比伦

与你们同蒙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有人认为这里所提到的巴比伦是

隐喻，彼得真正的意思是指罗马。但是彼得没有理由用隐喻。彼得写作的时候不会用比喻，

不像在启示录看到约翰所用的笔法。彼得写信是平铺直叙，而且非常实际的，他结合了理论

与实际，直接应用到生活上。我相信，如果他是指罗马，他就会写罗马。我个人认为，西门

‧彼得没有去过罗马，他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小亚细亚、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但他不是开拓

那个区域的使徒。我认为他是追随保罗的脚踪行。如果彼得早已到过罗马传福音，保罗就不

会去罗马了，因为保罗说过，他要到福音还没传过的地方去。既然罗马排在保罗的行程之内，

显然是保罗建立了罗马的教会，而不是彼得。另一个证明彼得在巴比伦，而不是在罗马的有

力证据，是他所列举的地名，彼得前书 1:1 记载：“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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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些地方都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

其。他列举的时候是从东往西的，表示作者写这封信的时候人在东部。按着人的本性和习惯，

我们列举地理位置的时候，常常是从自己所在的位置开始。如果我现在在福建，要到北京，

我会说我要经过浙江、江苏、山东，到北京。我们的习惯是从自己的所在地开始，然后照着

顺序列举。由于彼得是从东往西列出地名，我认为他在巴比伦的推论很合逻辑。 

 

成为巴比伦的俘虏之后，只有少数犹太人回归故土，实际上还不到六千人。当时在巴比伦还

有很多犹太人。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在位的时候，对犹太人施行非常严酷的迫害，

于是有很多犹太人逃到巴比伦。例如百基拉和亚居拉从罗马逃到哥林多，还有很多人逃到巴

比伦。当时的迫害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我们知道，彼得服事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他在

小亚细亚服事犹太人是很合理的推论，尤其是在巴比伦。当时，巴比伦还是幼发拉底河流域

的重要城市，即使巴比伦人的统治结束之后，还是有很多犹太人留在那里。尽管传说彼得是

在罗马殉道而死的，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历史根据。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怀疑西门‧彼得是服

事以色列四散的百姓的使徒。我相信彼得是往东宣教，保罗是往西宣教。 

 

彼得书信最重要的主题是，基督徒在受试炼时的盼望。尽管彼得书信的教导都是很重要的教

义，谈论很有份量的主题，他的笔调却不冷涩。人们称彼得是盼望的使徒，保罗是信心的使

徒，约翰是爱的使徒。这封书信强调的重点是盼望，但是我认为传达这封书信主题的关键字

是“受苦”。彼得也强调神的恩典，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受苦是他的主题。不过在这封书信中，

“受苦”或是它的同义字共出现有十六处之多。盼望和受苦是紧密连结的。因此我认为把这

个主题定为“基督徒在试炼中的盼望”，也是很公平的。在这封书信中，彼得常常谈到基督受

苦。希伯来书和雅各书都是针对基督受苦有很多的教导。先知书当然也会谈到这一部分。不

过彼得对这个主题的处理有点不同。彼得谈这个主题，是出于他个人丰富的经验。有位学者

针对彼得受苦有一段评论，我要与你分享，因为他说得很好，他说：“如果谈到属灵方面，只

是用报导的心态处理，这样的讨论既枯燥又空泛；但是当人们以自身的经验来分享时，就完

全不同了。亲身的经历使得他们在属灵上有份，也经历了属灵的美好。使得讲道鲜活泼有力，

传达出坚定的信仰和诚挚的感情；他们不能轻描淡写地述说这些经历，而是心中充满了喜乐，

使得赞美之词冲口而出。”因此，西门‧彼得写的主题虽是苦难，强调的却是喜乐！ 

 

讲到这里，我要对年轻的传道人提一些很重要的事。感谢神，我们有一些年轻、很出色的释

经学者。有一次，摩根和妻子一起去听一个年轻的圣经学者讲道。这个年轻人口才流利、相

貌堂堂，讲了一篇很精彩的讲章。在回家的路上，摩根太太问摩根：“这个年轻传道人很好吧？”

摩根回答说：”等他受过苦以后会更好。”过了好多年，这个年轻传道人明白为基督站稳立场

是要付代价的。他历经迫害、体会到教会的问题，有一天他站在坟前安葬他的孩子。摩根夫

妇再去听他的讲道，他们很爱这个年轻人。结束之后，摩根太太问：“你现在觉得他怎么样？”

摩根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道人。”苦难会使人成长。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我还年轻

的时候，高谈阔论地说要为主战稳立场、畅言苦难。当时我常探访医院，握着病人或家属的

手为他们祷告；安慰他们主必与他们同在。那时我只是个专业的传道人，虽然对我所说的深

信不疑，但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直到有一天，我自己病了，住进医院，有一位传道人进来

为我祷告。当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我对他说：“以前我和你一样，也在这里告诉病人神会与

他们同在。现在你要离开了，我还得待在这里。我要知道我对别人说的只是理论、还是事实。”

我印证了那是事实。从此以后，神的话不再是理论。我“确实”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也

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不再与人争辩这类的事，因为我确实知道了。我不再和人争辩蜂蜜甜不

甜，如果你认为不甜，那是你的事。我今天早晨才吃过，我觉得很甜。这是亲身体验才能得

到的认知。西门‧彼得不会对我们高谈阔论他的苦难神学，他和我们分享他的亲身经历。当

彼得的经验成为你我的体验时，就是无比美好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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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的大纲是这样的：彼得在 1:2-6 以感谢神的救恩开始，在 1:7-9 阐明现在所经历的苦

难是为了熬炼信徒的信心。在 1:10-13 彼得指出，从前先知已预言神的救赎计划，但他们却不

能明白，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将这救恩显明出来了。为了回应这么伟大的救恩，彼得嘱

咐读者要追求圣洁的生活（1:14-16），敬畏和信靠神（1:17-21），存诚实和爱心彼此相待，也

要效法主耶稣基督（2:1-3）。基督是宝贵的房角石，也是建造教会的基石（2:4-6）；是“匠人

所弃的石头”，也是“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2:7-8）；但教会却建立在这块基石上，成为

神所拣选的祭司（2:9-10）。接着，彼得指明信徒在艰难的日子当如何生活（2:11-4:11），如何

正确对待逼迫，作好准备（4:12-18），更要信靠神的拯救（4:19）。彼得忠告长老要牧养神的群

羊（5:1-4）；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带领（5:5-6），各人都要信靠神并努力抵挡撒但（5:7-11）。

最后在 5:12-14，彼得以个人、教会和马可的问安作为结束语。 

 

很多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我对神会保守信徒救恩的事笃信不疑，虽然我花很多

时间才对我的得救有把握；但是还有很多人对他们的得救没有把握。为什么呢？因为，信徒

的苦难和神的保守是相辅相成的。你知道苦难会带来什么结果吗？会来带喜乐！你想不到吧。

这卷书 1:1 的经文就蕴含了丰富的意义。 

 

彼得前书 1:1 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

庇推尼寄居的，” 

 

首先，请注意彼得用的名字：彼得，是磐石的意思。现在他已经是坚如磐石的人了。他经历

了五旬节的神迹，知道为基督站稳立场是怎么一回事。他曾被下在监里、饱受威吓，他很明

白十字架的酷刑正在等着他。彼得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必须承认，我对神学院一些老师

的教导感到不以为然。他们只有有限的牧会经验，甚至毫无经验的，却站在讲台前，为了装

备年轻人出来服事而讲一些空话。他们不了解牧会所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经验。

他们没有为主受苦的真实感受。听了他们的讲道，我得重新再研读彼得前书，因为我“相信”

彼得，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要听那些走过苦难，有真实体验的讲道。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是他的自我介绍。虽然我一直认为他是

使徒中的领袖，我真的喜欢他，但他却不以此自居。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作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