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神前謙卑順服 彼得前書 5:1-14 

一. 長老須知(v. 1-4) 

5:1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

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5: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 神的群羊，按著 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

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5:3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5: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彼前五 1】「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

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本節按原文在開頭有『所以』一詞，表示後面有關對長老們(參 1~4 節)和對眾信徒(參 5~11

節)的勸勉，乃是根據前面『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參四 17)而有的回應。 

          『長老』指治理教會者的職稱，其工作是牧養和照管(參 2 節)，本句按原文乃是『我這同

作長老的』(a fellow elder)，這話的語氣並非強調他作長老的權柄，而是要以同為長老的身

份，和對方分享他的經驗之談。 

                彼得身兼使徒(參一 1)和長老，前者乃超越地方，到處為主作工；後者的工作範圍僅適用

於當時的居住地教會。 

          「作基督受苦的見證」：指彼得曾親耳聽過主耶穌受苦的教訓(參太十六 21)，又曾親眼見

過祂受苦的經歷(參太廿六 58)，故此配為祂作受苦的見證；主受苦所顯明的愛，驅使我們

甘心牧養祂的小羊(參約廿一 15~17)。 

          「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本句含有『瞻前』和『顧後』兩重的意思：(1)瞻前─

─指彼得曾經在變像山上看見過主耶穌榮耀的顯現(參路九 32)；(2)顧後──指彼得確信主

耶穌將來還要在榮耀中顯現(參路九 26)。『同享』意指包括彼得和所有的信徒在內，都有

分於祂將來榮耀的顯現。 

          「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底下 2~4 節勸勉的話，同樣適用於在教會中負有事奉

職責的人。 

重點分享 

    彼得在此並不題他使徒的身分，而是以長老的身分來與別人認同；他不自視高人一等，作

主的僕人應當學習這樣的胸襟，拋棄階級觀念。 

          長老不是教會內德高望重之人的一項榮譽，而是一項差事，交付給那些肯為基督的受苦作

見證的人。 

          作長老並非作大官，乃是作一個使人知道基督如何為人受苦，並甘願為基督受苦的人。 

 



【彼前五 2】「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

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牧養』含有供應靈糧、引導、看顧、保護等意思； 

『群羊』指眾信徒，又指教會； 

『神的群羊』意指眾信徒和教會是屬神的，神將他們暫時託付給長老(參 3 節)牧養和照管。 

          「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按原文並無『旨意』一詞，本句意指像神對待祂子民那樣的照

管(或看顧)他們；『照管』含有小心留意地看守、管理、督責、改正、幫助等意思。 

          『出於勉強』意指被迫而為、不得不擔起責任； 

『出於甘心』意指自動自發、樂意而為。 

『貪財』按原文意指可恥的獲取(base gain)，即指貪圖卑下和令人鄙夷的利益，包括貪圖

錢財、名譽、地位等； 

『樂意』按原文意指熱切的動機，故『出於樂意』即指熱心服事(參羅十二 11)。 

    教會和眾聖徒是屬於神的，長老並不是教會的主人；長老在教會中絕不可隨心所欲地待人、

處事。 

          「牧養」乃是長老的第一要務；如何讓眾聖徒靈裏飽足、靈命長大，乃是長老最大的課題。 

          長老不是虛銜，而是實職──牧養群羊；神將責任交給了長老，所以長老應當全力以赴，

好像神待我們一般，忠心地完成任務。 

          長老有責任向眾信徒顯明神的忍耐、寬恕、永不止息的愛，及祂永遠無限的關懷及扶持，

這才配得過「按著神」。 

          「牧養」和「照管」乃是長老的兩大職責──教導和治理應並駕齊驅，平衡進行。 

          重點分享 

• 長老在教會中待人處事，決不可隨人的私意，乃要「按著神的旨意」 

• 牧養教會的事工，不是按自己的本領、心意、才幹，而是按神的旨意；因此長老在

事奉之先必須明白神的旨意，一個不能清楚明白神旨意的人，在牧養的事情上是白

費功夫的。 

• 信徒不應在被別人或環境勉強的情況下接納教會中某種職分，而應出自甘心樂意的

事奉。 

• 在一切神的聖工上，都應當甘心樂意地去作；不是消極、被動的勉強，乃是積極、

主動的甘心。 

• 牧者最大的特色，乃是對羊浛那份無私的犧牲的愛。任何人若以獲取權利為接受教

會職分的考量，這人是本末倒置。 

• 正如過去一位美國總統的名言：「不要想從國家得到多少利益，乃要想能為國家擺

上多少貢獻。」在教會中事奉神，不要想從教會得到多少利益，乃要想能為教會擺

上多少貢獻。 

• 一個基督徒應處處熱衷於提供事奉，但同時卻深深地自覺不配；神將事奉的條件賜

給人，但人必須以樂意的心來配合。 



  

【彼前五 3】「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託付』按原文含有神將信徒們當作『產業』而信託給長老的意思。 

『榜樣』原文作模型或範例，意思是自己先實行，然後使其他的人也跟自己的樣子行。但

榜樣不是包辦，不是代替了別人的本分，不是自己勞碌作工，而讓信徒坐下不動；乃是自

己事奉神，又使信徒照樣事奉神。 

   重點分享: 

• 神將教會中的責任託付給長老，故此長老應以神對教會的心來對待會眾。 

• 長老應作群羊的榜樣，而不是做獨裁者；他們應走在群羊之前作領導，而不是在後

面驅趕。他們不可將群羊看成是屬於自己的來對待。 

• 榜樣之建立，與因轄制而生的作用截然不同。榜樣是叫人羨慕，人人都願學效；轄

制則是勉強別人遵從。 

• 甚麼樣的長老，就帶出甚麼樣的信徒來，所以長老應當以身作則。 

  

【彼前五 4】「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牧長』指主耶穌；祂行走在地上時，看見人如同無牧之羊(太九 36)，就一面差遣祂的門

徒出去尋找迷失的羊(太十 6)，另一面祂自己也去找那迷路的羊(太十八 12)，甚至為羊捨

命，所以祂是好牧人(約十 11)，又是我們的牧長(參約廿一 15~17)。 

『顯現的時候』指主再來的時候(參帖後一 7，10)。 

『那永不衰殘的』指具有永存的價值，且歷久彌新； 

『榮耀』形容蒙神稱許、高舉； 

『冠冕』形容與主一同掌權作王。 

                『榮耀冠冕』聖經中題到將來的冠冕有喜樂的冠冕(帖前二 19)、公義的冠冕(提後四 8)、生

命的冠冕(雅一 12；啟二 10)等，以形容對得獎賞者今日之表現相稱的報答。長老們今日任

勞任怨，卻被聖徒們認為理所然，但神在觀看，將來必要給予合宜的獎賞。 

 

重點分享 

• 主耶穌就是「那牧長」(參來十三 20)，教會中的牧人們，不可隨心所欲對待聖徒，

必須照主的意思牧養群羊。 

• 當我們定睛仰望主，知道主正觀看，便叫我們有穩定，有堅持下去的力量。 

• 長老盡心竭力服事教會，往往得不著信徒們的欣賞和感謝，反而招來誤會；然而，

神卻應許要給忠心的長老們獎賞。 

• 世人是追求能壞的冠冕，我們基督徒則是追求不能壞的冠冕(參林前九 25)；我們積

存在基督裏的一切，都是永不衰殘的(參一 4)。 

• 服事人的，今日若能叫神在凡事上得榮耀(參四 11)，他日就必能從神得榮耀；今日

若是與基督一同受苦(參四 13)，他日就必與主一同得榮耀(羅八 17)。 



 

思考應用: 

• 長老與會眾像是怎樣的關係? (牧人與群羊) 長老的這個角色應有什麼動

作? 

• 如何按著神的旨意照管它們?  

• 主耶穌有給我們什麼牧人的榜樣? (馬太福音 9:36) 

• 為何牧養會出於勉強? 如何出於甘心? 

• 何時會因為貪財? 如何出於樂意? 如何甘心與樂意? 

• 轄制與作榜樣有何不同? 哪種比較容易? 為何會喜歡轄制群羊? 

 

二. 謙卑(v. 5-7)  

5:5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

此順服；因為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5:6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

高。 

5: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前五 5】「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

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年幼的』指年紀較輕的，當日連三、四十歲的青壯年人，也列在『年幼的』之內； 

『順服』裏面存心的『服』較外面行動上的『順』意思更重(參弗五 22)； 

『年長的』按原文和『長老』同字，此處泛指一切年紀較大的信徒。年幼與年長，不僅限

於實際年齡，在倫理上也可應用於蒙恩年日的長短，以及靈性的成熟程度。 

『你們眾人』指所有的信徒； 

『以謙卑束腰』按原文是『穿戴謙卑』，意指約束自己，在人面前顯出謙卑，也含有用一

種像僕人等候主人吩咐的態度，接受別人指正的意思； 

『彼此順服』此處的順服，沒有考慮年紀大小的因素，主要是出自謙卑為懷。 

『因為』說明基督徒須要謙卑順服的理由，下面的話請參閱箴三 34 及雅四 6；『神阻擋驕

傲的人』指神與驕傲的人為敵，祂不喜悅任何傲慢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這話引自箴三 34，意指謙卑乃是領受神恩典的首要條件。 

 

重點分享 

• 教會中長幼有序，尊敬老年人是基督徒該有的基本態度；一般而言，除非對方錯得

離譜(參徒四 19；五 29)，總要順服。 



• 初蒙恩的理應順服久蒙恩的，因為他們在神的事上經歷較多，對神的話有更深入的

認識。 

• 屬靈之事的對或不對，並不根據我們生活的經歷，也不根據我們年歲的多少，乃是

根據主在我們這個人身上能得著多少的敬畏。 

• 基督徒之間的順服，不僅要求外面態度和行動上的順從，並且是從裏面的『心服』

做起，自己卑微，存心順服(腓二 8)。 

• 「存心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腓二 3)的人才能順服別人；凡是自覺高人一等的

人，無法順服別人，因為他不但心中傲慢，並且會在人前顯露出來。 

• 謙卑乃是「聚集一切美德的聚寶箱」，它並非膽小、卑屈、不敢說不、奴隸的根性，

而是敢於面對自己的勇氣。 

 

【彼前五 6】「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升高。」 

『所以』乃承接前面的話，神既『賜恩給謙卑的人』(參 5 節)，驕傲便自絕於神的恩典，

謙卑才能領受神恩； 

『自卑』表示謙卑乃出於自動自發的壓低，並非別人或情勢使然(參腓二 7~8)。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意指甘心接受神手的安排。 

『到了時候』指達到神在我們身上所定的目標之時； 

『祂必叫你升高』意指得以脫離被壓制的情況。 

 

重點分享 

• 若要對人謙卑，首須對神謙卑；真正向神謙卑的人，在每一個蒙恩人的身上，都能

看見神手的作為。 

• 基督徒絕不應抗拒生命中的任何經歷，因為神的手在安排一切；對我們的生命，祂

有美好的安排。 

• 面對試驗最好的方法，是謙卑地從主的手中接受過來。到了時候，衪會堅固衪的子

民(參 10 節)，並叫他們升高。 

• 放下掙扎努力，「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最為安全且上算，因為神的手比撒但的手

更有能，也比人的手更可靠(參撒下廿四 14)。 

• 神的手對待我們，既有分寸(參林前十 13)，且有定期。 

  

【彼前五 7】「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本句引自七十士譯本詩五十五 22； 

『一切的憂慮』指所有造成心理重擔的因素； 

『卸給神』指如卸貨一般，將自己原先所承擔的重擔，轉讓神來承擔(參太十一 28~30；詩

六十八 19；來十三 5）。 



『顧念』這裏所說神的顧念有兩種：一種是顧念我們所憂慮的，另一種是出於愛心而顧念

我們的需要。 

 

重點分享 

• 「憂慮」的原文字根是「分開」，轉化為「分心」；我們的憂慮常使我們分心，離

開向神的敬虔。 

• 憂慮是不必要的，因為神既願意並能夠替我們肩負重擔，我們就毋須將擔子扛在自

己的肩頭上；憂慮是毫無作用的，因為憂慮不能解決問題。 

• 人們的憂慮，許多時候是多餘的，是沒有理由和必要的，然而憂慮卻不斷來襲，若

不將它們「卸下」，必受極大的困擾。 

• 基督徒的特權，就是能夠將他們的一切憂慮卸給主，深信祂必顧念。天上的飛鳥、

野地裏的百合花，神尚且顧念，祂豈不更顧念我們嗎(參太六 26，30)？ 

• 憂慮是罪，因為憂慮否定神的愛，認為祂不會顧念我們；憂慮是罪，因為憂慮否定

神的能力，認為祂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 基督教信仰與凡俗宗教不同的地方，就在真神顧念我們；我們不必費盡心思去討好

奉承神，因為這是祂自然而然的愛心──神就是愛(約壹四 8，16)，祂知道我們一

切的需用(太六 32)。 

• 許多信徒相信神掌管「一切」，卻不能相信神也掌管「我的一生」──恐怕祂不會

顧念我一生中的瑣碎細節。 

思考應用: 

• 教會中誰是年幼的, 誰是年長的? 年幼的容易順服年長的嗎? 大原則

是甚麼? (以謙卑束腰, 彼此順服) 

• 謙卑與順服之間有什麼關係? 

• 為何要謙卑? 與神有甚麼關係? 

• 自卑與謙卑有何不同?  

• 如果在神面前自卑會如何? 

 

三. 小心魔鬼(v. 8-9) 

5:8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

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5: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

這樣的苦難。 

【彼前五 8】「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

找可吞吃的人。」 



『務要』意指我們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參 7 節)之後，並不就表示說可以鬆懈自己，因仍

有該負的責任； 

『謹守』按原文與一 13 的『謹慎自守』同一字，意指保守心中的警備、清明，且在凡事

上有節制； 

『儆醒』的意思和『謹守』相近，但有分別，謹守是指不醉酒，儆醒是指不沉睡。 

『仇敵』是法律用語，指訴訟案件中的對手或敵方，聖經轉用來指撒但，因牠是『那在我

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啟十二 10)，而『撒但』的原文意思就是『對敵』； 

『魔鬼』是撒但的別名，原文意指讒謗者，因牠讒謗神(參創三 5)，也躲在世人背後讒謗

教會(參二 12；三 16；四 4)。 

          「如同吼叫的獅子」：形容魔鬼張牙舞爪、窮凶極惡的模樣(參詩廿二 13)。 

          「遍地游行」：形容牠到處巡行，無處沒有牠的蹤跡(參伯一 7；二 2)。 

『尋找』表示牠的目標對象受到限制，並非人人都可讓牠欺負； 

『可吞吃的人』就是那些不謹守儆醒的人，亦即那些靈性昏昏沉沉、醉生夢死、麻木不仁

的人。 

 

重點分享 

• 把心思用在憂慮上(參 7 節)，倒不如把心思用在謹守和儆醒上；因前者是虛耗心力，

後者是儲備戰力，構築防禦工程。 

• 我們若把本章七、八兩節連在一起看，就知道「憂慮」常從魔鬼而來，牠叫我們為

今世的事掛心，以致靈性打盹或沉睡，所以我們必須謹守儆醒。 

• 「謹守」才能對仇敵防範週密；「儆醒」才能迅速應付仇敵的攻擊。 

• 基督徒日常的生活，正不斷在進行著一場屬靈的爭戰，所以需要提高警覺，識破仇

敵的詭計。 

• 我們對這世界的本質不可漫不經心，對仇敵魔鬼的動機和攻擊不可掉以輕心，以免

輕率隨便地生活，以致上了牠的當。 

• 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參弗六 12)；我們必須認清，

我們的仇敵不是任何人，乃是藏在人背後的魔鬼。 

• 魔鬼有兩副臉面：有時像蛇，裝作光明的天使，以欺騙手法得人(林後十一 14)；有

時張牙舞爪，如同吼叫的獅子，公然吞噬人。 

• 有位屬靈人說：魔鬼有一樣長處，就是「殷勤」；牠「遍地游行」，到處尋找糊塗、

靈裏沉睡的信徒，伺機吞噬。 

• 「可吞吃的人」，暗示並非一切人都是魔鬼所能吞吃的，那些軟弱而打盹的人，才

是牠吞吃的對象；所以我們戰勝這兇猛仇敵的方法，就是作一個剛強的人。 

  

【彼前五 9】「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

的苦難。」 



『堅固』意即堅忍不拔，不屈不撓； 

『抵擋』乃軍事用語，意即堅壁清野，抗戰到底。 

『因為知道』表示若是知道了底下所述理由，便會堅定地抵擋魔鬼； 

『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意指只要是活在世上的信徒，無一能免； 

『這樣的苦難』指照神旨意為主所受的苦難(參三 17；四 19)，這些苦難常來自魔鬼的攻擊。 

 

重點分享 

• 信徒決不能憑自己的力量與魔鬼相抗衡，僅能倚靠神的大能。 

• 魔鬼雖如吼叫的獅子(參 8 節)，稍加抵擋，就必轉身逃跑了(雅四 7)。 

• 魔鬼的伎倆之一，就是令我們以為所身受的苦難是別人所沒有的，以致我們感到沮

喪灰心，所以「知道」許多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有相同的遭遇時，就會覺得吾道不孤，

而重新振作起來。 

• 當我們感到孤單、軟弱、無助、與人隔離時，我們多半只看見自己的困境，而失去

對周圍危險的警覺，這時最容易受撒但攻擊。 

• 每一個屬神的兒女，他所承擔十字架的重量都一樣；不要以為從事某一行業的人，

他所受的苦難特別多。 

• 自卑(參 6 節)使我們浸沉在神恩典的海洋之中，讓神大能的手蔭庇我們；堅固的信

心則使我們飛到神屬天的領域之內，遠離魔鬼的攻擊。謙卑和信心，乃是我們勝過

魔鬼的兩個秘訣。 

 

思考應用 

• 這一段與上一段，謙卑順服，有什麼關係？ 

• 誰是可吞吃的人？ 

• 如何抵擋魔鬼？ 

• 堅固的信心是什麼？如何增加信心？苦難與信心之間有什麼關係？ 

四．神的恩典 

5:10 那賜諸般恩典的 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

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5:11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彼前五 10】「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祂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

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諸般恩典』意指神的恩典具有多樣性，足夠應付我們各種不同的需要； 

『曾在基督裏召你們』意指神的呼召具有貫徹性，必要達成祂呼召我們的目的。 



          「得享祂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本句中有三組對應：(1)『享』對『受』

──今日所『受』為我們帶進將來得『享』；(2)『永遠』對『暫』──今日所受是『暫

時』的，將來得享是『永遠』的；(3)『榮耀』對『苦難』──今日所受『苦難』至暫至

輕，將來得享『榮耀』極重無比且永遠(參林後四 17)。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必要親自』強調神正參預我們所遭受的一切境遇； 

『成全』指靈性方面的培育和裝備； 

『堅固』指信心和品格方面的加強與堅定； 

『加力量』按原文有兩個字，一個是『加力』，指能力方面的加添，另一個是『根基穩定』

指整體方面的建立。 

 

重點分享 

• 享受神「諸般的恩典」，是我們勝過苦難的秘訣；我們享受恩典越多，就越有能力

勝過苦難。 

• 神呼召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我們受苦，乃是要我們得享榮耀。「苦難」不是神的目

的，它乃是神的手段；苦難是「暫受」的，得享祂榮耀乃是「永遠」的。 

• 「等」字說出靈歷的次序──先經試煉，後享榮耀(參一 7)。我們進入神的國，必

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 22)。 

• 經歷苦難，有助於「修補」我們靈性上的弱點，使我們更趨完全(「成全」之意)。 

• 經過苦難之火煉的人，會顯得意志更「堅剛」，信心更「堅強」(「堅固」之意)。 

• 苦難能造就信徒，使我們的靈性更趨成熟老練，信心和品格更為堅定穩固，表現更

強而有力，根基立得更牢靠。 

  

【彼前五 11】「願權能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願權能』原文作『願榮耀和權能』，這是因為前面題到聖徒所遭受的苦難，一面雖來自

魔鬼的迫害(參 9 節)，另一面也是神的旨意所容許(參三 17；四 19)，為要藉著祂權能的作

為──賜恩典、成全、堅固、加力量等，以成就祂永遠的榮耀(參 10 節)，故此惟有祂配得

榮耀和權能(參四 11)。 

思考應用 

• 神過去，現在，未來做了什麼？這些如何激勵我們的信心？特別如何面對苦難中的

盼望． 

• 讓我們也發出第 11 節的讚美禱告． 

 

五．結尾問安 



5:12 我略略地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勸勉你們，又

證明這恩是 神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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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你們要用愛心彼此親嘴問安。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基督裡的人！ 

【彼前五 12】「我略略的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勸勉你們，

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本句按原文沒有『轉交』一詞，而『託』字在

原文含有『藉著、經由』的意思，故全句亦可譯作『我藉著我所認為忠心的弟兄西拉』；

『看為忠心』意指對方的忠心已經被認定，值得信賴； 

『西拉』按原文與使徒保羅的同工西拉(參徒十六 25；林後一 19)有差異，但眾聖經學者均

同意這兩個名字乃指同一個人，這裏是正式稱呼，而別處則為暱稱。 

          「勸勉你們，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 

『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這句話的含義極深：(1)信徒們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正是他們蒙

神真恩的佐證(參一 10~11)；(2)信徒們在經歷苦難之中，神要恩上加恩，賜給他們諸般恩

典(參 10 節上)；(3)惟有更多享受神恩，才能在苦難中被神成全(參 10 節下)；(4)所以務要

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本節顯示彼得交託西拉代辦四件事：(1)筆錄彼得的口述；(2)送信；(3)勸勉受信人；(4)證

明神的真恩。 

          「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表示惟有靠恩才能站住，惟有靠恩才能勝過苦難。 

 

重點分享 

• 教會中不是每個人都蒙召作教師或傳道，但是每個人都要為主作見證人，證明我們

所領受的恩典實是出於神。 

• 人在患難中最容易懷疑神的恩典是否真實可靠；但我們既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

恩典中(羅五 2)，就應當繼續不斷的持守地位，藉著享受神所賜諸般恩典(參 10 節)，

在這恩上站住。 

  

【彼前五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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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倫』應是暗指羅馬城(參啟十七 5，18)，因當時彼得所處環境情勢危急，不容他暴

露藏身之地； 

『我兒子』指屬靈的兒子(參提前一 2；提後一 2)；『馬可』即巴拿巴的表弟馬可(西四 10)，

原跟從使徒保羅事奉主(徒十二 25)，曾一度離開保羅(徒十三 13)，根據教會傳統，後來跟

隨使徒彼得，並寫了《馬可福音》，眾信它乃彼得口授，馬可書寫，兩人之間情同父子

(參徒十二 12)，最後，他又被保羅所重用(參提後四 11)。 



  

【彼前五 14】「你們要用愛心彼此親嘴問安。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基督裏的人！」 

『親嘴問安』是當時中東和西方人的慣用方式，有時會流於形式；彼得在此特意加上神聖

的『愛心』(原文 agape)，和使徒保羅的『親嘴問安，務要聖潔』(帖前五 26)用意相近，題

醒聖徒行為和存心應當一致。 

『凡在基督裏的人』指名副其實的基督徒。 

重點分享 

我們信徒在世上雖然有苦難，但在基督裏面卻有平安(參約十六 33)；我們的主來到這地上，

就是要把真實的平安帶給我們(參路二 14)。 

 

思考應用 

• 神的真恩是什麼？如何靠這恩站立得住？ 

• ＂在巴比倫同蒙揀選的教會＂指著在世界中卻不屬於世界的教會，也如同

我們，應當如何彼此鼓勵？ 

• 馬可的故事可以成為我們的榜樣嗎？ 

• 用愛心彼此親嘴問安，今天教會如何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