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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彼得對苦難中增長 
敎會之長老勸言 

余振源 

經文：彼得前書五章1至9節 

一、前言：長老在敎會中的重要性 

彼得寫作彼得前書的時期，小亞細亞的敎會（彼前一 

1 )，因為宣揚博愛平等的福音，吸引了許多在社會中備受 

壓迫的人歸入敎會。不管其種族、階級、性別之差異，在敎 

會中皆同被尊重和接納。因此敎會裡這一群在社會裡備受欺 

凌與歧異的群眾，雖可以重建人的自尊和價值。敎會成為促 

進彼此相愛和互相接納的場所（四8、9)，實在是一件美事° 

但社會仍然嚴酷和不公義（行善反會遭到迫害〔三 1 4〕 )， 

基督徒返回社會和家庭之時’並非全然受歡迎，他們被毁誇 

為作惡者，被斥責為迷信，受著對他們不表同情的親屬，僱 

主和鄰居的侮辱、恐嚇和諫枉，更受到一班激烈暴徒的攻擊， 

和官吏的逮捕及審訊。M也們要如何自處處人？彼得寫本書’ 

敎導基督徒，應有的生活真理原則，使他們能有真理可遵循， 

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他在第五章1至9節，更進一步地關懷敎 

會的領袖：長老。因為他們是賦有牧養群羊的職事，是敎會 

1 J.N.D. Kelly,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Peter and Jude (London: 

A & C Black, 1969),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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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袖，群羊的成長與否，敎會的興衰，都緊繫在他們的事 

奉上。因之，彼得藉此書，以自己的見證和要求，勉勵凡作 

長老的，如何「按著神的旨意照管」群羊（五2)。特別是 

當世間的迫害臨到敎會的時刻（四12)，要預備並堅固神的 

家，去面對就要起始的審判（四17)，
2
他們的職事便特別 

重要了（五8、9) ° 

二 、 「 長 老 」 在 聖 經 中 的 意 義 

「長老」這個職銜在整部聖經中，是猶太人用以指稱一 

城以至一國的領袖。在舊約時代他們有崇高的權威，領導和 

判決國家及群體的事。在摩西時代，他們管理百姓（士二 

7 )；代表國民（出三 1 6 )；協助摩西（民十一 2 5 )；擔當 

國罪（書七6)。猶太立國以後，「長老」選立君王（撒下 

三17)；與王立約（撒下五3)；領導宗敎禮儀（王上八1〜 

3)，在新約「長老」是一個官方通用名號，指當地議政廳 

的議員。 3猶太敎的最高統治層（稱為公會又稱三合林 

[ S a n h e d r i n ] ),是由「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所組成。
4
值 

得注意的是，啟示錄記載的異象裡，也有二十四位長老圍著 

寶座。明顯地，「長老」實在是構成猶太敎的政治和宗敎事 

務組織上的一環。 

由保羅在每個他所設立的敎會中選立長老，5就能明白 

「長老」在基督敎中，是個基要的職位。由於「長老」是選 

2 J. Ramsey Michaels, 1 Perer (Waco, Texas: Word, 1989), 291. 

3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香港：證主出版社， 1 9 8 3 )，頁 

322。 
4參太十六21 ；可八31 ’ 十四 4 3 � 4 5 ；路九22 ；徒二十二5 � 

5參從十四23 ；多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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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他們成為敎會中有權威的領袖兼決策者。
6
基督敎會 

從猶太會堂襲用了「長老」這稱號，不過敎會「長老」的職 

務不全相同。他們不單處理行政和執行勸懲的職務，並具靈 

性方面的職事。他們的職責與牧者照管羊群相似， 7故兼有 

屬靈的職稱為監督（徒二十2 8 )。「監督」原文"印 / ^ • i t o p o / ’ ’ 

與「照管」” e p i s k o p o u n t e s "同字根，意即小心照顧。初期敎 

會就採用與牧者任務有關係的字眼和形象，來稱呼長老。 8 

逐漸加入牧師和敎師專用語（弗四 1 1 ；林前十二 2 8 )；是神 

羊群的牧人，和信心的擁衛者。
9 

希臘文的「長老」”Presbyteros”，被譯為英文的"Pr ie让" 

和 "P re sby t e r "，雖被解為宗敎上的「祭司」，「牧師」和「長 

老」，但這個名詞原文字面的意義是年齢上的長輩。後來這 

名號只指一個職銜，並不顧及年齡的大小。甚至敎外團體 

都以此名號稱他們的領袖。 

三 、 彼 得 作 為 長 老 的 見 證 

彼得以兩方面的見證，表明自己是基督使命的「見證」 

者和參與者，來鼓勵當時在小亞細亞敎會作長老的人。 

他首先稱自己為「我這作長老」的，並稱呼當時作長老 

的人是「與我同作長老的人」（五 1 )，彼得雖然擁有比長 

6參徒十五 2，十六 4，二 " I ^一 1 8 - 2 5 � 

7牧者是新約中的一個名詞，是借用牧羊人的功能和角色，以指出 

負責領導敎會信徒的人，應有的角色和功能，猶太人是畜牧民族，最能了 

解牧羊人的功能與角色。 

8 r . A .馬田、艾理略：《猶大書 _彼得前後書•雅各書》（香港： 

道聲出版社， 1 9 8 8 )，頁 1 1 0 ° 

9巴克萊著，褚永華譯：《彼得前後書注釋》（香港：基督敎文藝 

出版社，1 9 8 8 )，頁3 4 2 ° 

la R . A .馬田，艾理略：《猶大書•彼得前後書 _雅各書》，頁 1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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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更特殊的使徒身分（他在此信的開端，是以「耶穌基督的 

使徒」〔一 1〕來自稱），他仍然認同長老的職分，這不只 

是將來「必得永不衰殘的榮耀冠晃」的職事，更是在今生能 

有這殊榮，受主耶穌的委託（五 3 )；學主耶穌的榜樣，以 

作信徒的榜樣（五3) ；「按照神旨意」（五 2 )作事為人， 

達成神所委託的職事。他謙虚地在長老的身分上認同，是給 

當時作長老的人，有極強榜樣上的鼓勵。幫助他們牧養神的 

羊群，不是轄制他們，乃是作群羊的榜樣（五3)。 

接 著 他 表 明 自 己 是 「 作 基 督 受 苦 的 見 證 」 （ 五 

1 )。「見證」原文的意思，是指一個人憑著他個人的經歷， 

肯定地説出他對某事所曾見，所曾聞或所曾知的經歷， "他 

親身目睹基督如何在彼拉多的手下，受鞭打受羞辱，被釘死 

在十架上的過程，故他是基督受苦的見證人。 

在小亞細亞的敎會，未曾見過基督，卻正面臨苦難，他 

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 

的人」（五 8 )。彼得見過主受難的見證，清楚地指出，他 

們之所以能成為神的子民（二 1 0 )，正是因為基督為他們的 

罪受苦難的結果（一 1 1〜 1 2，二 2 1〜 2 5 ) ,所以他激勵長老 

們在苦難中，要能忍耐與得安慰，因為至尊的基督，為遵行 

神的旨意，都須要受苦，我們豈能要求免除苦難。_ 

彼得甚至認為，他們蒙召就是要主動地為基督受苦（二 

2
1 ,三 9 )；要為神的旨意而受苦（三 1 7 , 四 1 9 ) , 彼 得 用 

「見證」（mfl^tvr)這個字，含有被召承受基督受苦而來的益 

處，同時要照他的腳縱行的意義。 I 2彼得並非置身苦難之外， 

身處安樂之地，而頤指氣使地要長老與信徒為信仰遭難。彼 

"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325 
12 

J. Ramsey Michaels，1 Peter’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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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乃是在基督的苦難中作具體的參與者， 1
3
他指明信徒若為 

基督而忍受苦難，就是在主的苦難中有份（四 1 3 )。 

基督的受苦是成就救恩，而信徒不是；信徒受苦乃是因 

作好事（二20 ,三 1 7 )或因作基督徒（四 1 6 )。換言之，長 

老要為其他人的緣故受苦。 I 4 

彼得繼而肯定地見證，他是將會「同享後來要顯現之榮 

耀」。根據彼得在本書其他的地方，提到基督因先前的受苦， 

而後來得榮耀（一 11 ,三 2 2 )的論述來看，當時讀這句話的 

長老，必然明白彼得的見證所指的意義，提指在今生與基督 

同受苦難的，將來在永恆裡必享無比的榮耀。彼得向他們更 

進一步的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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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 0 )。彼得要鼓勵當時 

的長老們，在苦難中，務必忠心牧養羊群。因為苦難是有盼 

望的（一 3、 4 ) ,在牧長顯現的時候，必得永不衰殘的榮耀 

(五 4 )。 

彼得的見證是有權威的，因為他親自見過基督的榮耀 

(太十七1 〜 8 ) ； I 5他也親自聽見基督的應許（約十七2 0 〜 

2 4 )。 I 6 神既預備將來要獎賞忍受苦難的人，長老們就應當 

相信神現今也在顧念他們（二 1 2，四 1 3 )。彼得鼓勵在苦難 

中「要將一切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五 7 )。苦 

I 3梁家麟：《激流中的委身》（香港：卓越書樓， 1 9 9 0 )，頁 1 4 9 � 

14 詳見 J. Nissen,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and Ethics in The New Testament 

(England: Studia Biblica, 1978)，213-82 ° 

1 5 參可九 2 � 8 ；路九 2 8 � 3 6 ；彼後一 1 6 � 

16參太十九28 ；約十三36 ；路二十二30 ；提後二 1 1 � 1 3 ；西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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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是暫時的，得賞卻是永遠的，故要喜樂（一6) ’度在世 

積極方面 消極方面 

按著神的旨意牧養 2節 勿按私意牧養 2節 

出於心甘情願 2節 不為財利 2節 

作群羊的榜樣 3節 不得轄制他們 3節 

以謙卑束腰 5節 勿騎傲自大 5節 

把憂盧卸給神 7節 勿擔心憂慮 7節 

務要謹守警醒 8節 勿懒惰睡覺 8節 

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檔魔多 1 9節 勿退縮不前，勿妥協放任 9節 

列出作為長老應有的法則 

積極方面 

按著神的旨意牧養 2節 

出於心甘情願 2節 

作群羊的榜樣 3節 

以謙卑束腰 5節 

把憂盧卸給神 7節 

務要謹守警醒 8節 

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檔魔鬼 9節 

消極方面 

勿按私意牧養 

不為財利 

不得轄制他們 

勿騎傲自大 

勿擔心憂慮 

勿懒惰睡覺 

2節 

2節 

3節 

5節 

7節 

8節 

勿退縮不前，勿妥協放任9節 

提到牧養羊群，彼得絕不會忘記大牧者主耶穌，曾付託 

他牧養羊群的責任（約二十一 15〜17)。彼得聽過好牧人為 

羊捨命的比喻（約十1〜8 )；主耶穌將自己比喻為牧人， n 

並看見主耶穌犧牲的死，他銘記一位好牧人應有的樣式，彼 

得也確實照主所預言的，為主受苦（約二十一 18〜19)。據 

傳統的説法，彼得為主在羅馬狗道。 IS因此，他勸勉與他同 

作長老的如何照管羊群。「勸」（五1 )有 f請求」的意思， 

就如保羅寫信給腓利門（門8、9)，説不願以使徒的身分盼 

附他，寧可憑著愛心「求」他。 I 9彼得也是以這種謙卑的態 

I 7
參太十六 1 2 � 1 4 ； 路 十 五 ； 可 六 3 4 � 

18 P. Perkins, James, l-2Peter, Interpretation (Philadephia: Westminster, 
1995), 75. J. Ramsey Michael, 1 Peter, Ivii-lxi. 

19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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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勸勉他們，絲毫沒有「轄制所託付他的」（五 3 )的意 

思，他以身作則，履行他對人的敎導。 

( - ) 按 神 旨 意 牧 養 的 職 事 （ 五 2 ) 

「牧養」（Poimanate)這詞原意乃含有「照管」和「小心 

關顧」之意，這正是舊約牧羊人這比方的描述。皮得在此 

強調「要按神的旨意」來照顧關愛群羊，也就是要像神一樣， 

以犧牲的愛來愛護神的羊群。因此彼得提出七項法則（或更 

多）來勸勉長老們。這是神的羊群，主權在神的手裡，不能 

把羊據為己有，按私意人意對待他們。整個的傲養方式，飼 

料內容，都要由羊的主人訂定，他們只是受託的管家。「託 

付你們的」這一句話（五 3 )，在希臘文是” t o n kleron"‘這 

字的主詞是” k l e r o s ”，意義是指分給他人的產業。舊約説神 

的產業，在七十士譯本即用” k l e r o s ”這字（申九 2 9 )，亦即 

以色列人是特別屬神的產業，以色列是神的”U e r o s ” ,會眾 

是長老的” k l e r o s "，此意味著：長老對所分配給他的產業的 

態度，就應和神對待他的產業態度一樣。
2 2 

(二）出於甘心情願的職事（五 2 ) 

當彼得説「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他是回應 

基督如何差他牧養主的羊（約二十一 1 5〜 1 7 )。
2 3
主耶穌在 

復 活 以 後 ， 在 提 比 哩 亞 海 邊 ， 先 後 三 次 問 他 ： 「 你 愛 

我嗎？」亦即只有愛主的心，才能甘心牧養主的羊。原文有 

參結三十四 7 � 1 0 ；賽四十二 ；詩二十三，八十1，九十五7 

梁家麟：《激流中的委身》，頁1 5 1 � 

2 2
巴克萊：《彼得前後書注釋》，頁 

23 J. Ramsey Michaels, 1 Peter,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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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 theon" (according to G o d ) ,因此，甘心不是純然基於個 

人的志趣，而是與神有神聖之愛和責任的意願。
2 4 

長老是授受性的職事，是充滿渴望的服事。不是為在其 

中 謀 得 利 益 ， 「 貪 財 」 原 文 是 意 即 「 謀 得 可 

辱的利益」。新約書信多次提到有關貪財的訓誨，
2 5
保羅亦 

多次表明自己不貪財，
2 6
這顯示當時有人貪取錢財。彼得的 

訓誨也説明，不應該有人為了謀利而接受長老職事，作為長 

老應準備永遠的給予，而不是攫取。
2
7 

(三）應作群羊榜樣的職事（五 3 ) 

本節的「榜樣」（ / i ^ p o / )不同於二章 2 1節的「榜樣」 

( / m p o g r a m m o n )。二章2 1節的「榜樣」是指一個敎員放在學 

生面前的字帖，來敎學生怎樣臨摹。本節所用的「榜樣」基 

本意義乃是表示用鑄型印某些物料上的留象，成為鑄品或摹 

擬所效法的模型。
2 8
其中一個含義，就是作信徒道德生活的 

模範。
2 9
同樣的字亦用在腓立比書三章 1 7節；帖撒羅尼 _後 

書三章9節；提多書二章7節；提摩太前書四章12節。長老是 

群羊的牧者，應以德性來感召群羊，令他們效法過愛主愛人 

的蒙召生活。 

彼得警告作長老的，勿陷入濫用權力的危機，就是'「轄 

制」人的危機。「轄制」原意大有壓迫統治，凌駕於人，制 

24 J. Ramsey Michaels, 1 Peter, 284. 

25參提前三3，8 ；提多一7 , 11 ；提前六10� 

2 6
參徒二十3 3 ；帖前二九；林前九12 ；林後十二 1 4 � 

2 7
巴克萊：《彼得前後書注釋》，頁3 4 4 � 

2 8
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3 3 6 � 

29 Walter Bauer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王正中主編（斗六：浸 

宣出版社， 1 9 8 6 )，頁 6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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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弱者的意思。彼得曾聽見主對那有野心的門徒説：「你 

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 

們，只是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 

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可 

十42〜44) °這是主耶穌為領袖應有的態度所下的定義：不 

是轄制人，而是確實的去行出服事（作頭）的真義。 

彼得也重複提到主耶穌受苦的榜樣（一 10、11，二21 , 

三18，四1 ,五1),照樣，長老也要學習基督為義受苦，•給 

信徒留下榜樣。就如彼得在二$21至23節指出，受苦的主有 

四個特點。第一 ’他聖潔的生活：「他並沒有犯罪」；第二， 

他純淨的言語：「口裡沒有詭詐」；第三，他忍耐的態度： 

「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説威嚇的話」；第四’他完全的信心： 

「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3
1 

(四）須以謙卑束腰的職事（五 5 ) 

此節經文提到「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有可能是 

指較「年幼」的長老或初信者，要順服「年長」的長老。
3 2 

但這裡所強調的是「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原文是 

「自己束上」，即"egkombousthe” ,意思是用某物緊束在自 

己身上，和它有關的字是"egkomboma",指奴僕作工時穿在 

外衣外面以保持衣服清潔的圍裙。
3 3
彼得説長老要「穿上謙 

卑像僕人的圍裙」，為的是要互相服事。彼得不會忘記，主 

耶穌曾束腰為他洗腳，他曾不敢當地拒絕，但主卻堅持，給 

陳終道：《彼得前後書》（台北：校園出版社，1卯6 )，頁1 5 1 � 

引自葛培理：《浩劫前夕》（台灣：中華翻譯中心， 1 9 8 5 )，頁 

m � m。 

3 2 R . A .馬田、艾理略：《猶大書 .彼得前後書 _雅各書》，頁 1 1 0 � 

3 3
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3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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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洗了腳（約十三1〜15)。主還説：「我給你們作了榜樣， 

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服事是謙卑的結果，謙 

卑是服事的準則。彼得在三章8節已經提過’在此重複可見’ 

這是易忘難學的靈命操練。 

彼得引用箴言三彰4節的敎訓，提醒當時的長老和老幼 

信徒群體，「神阻擋騎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騎傲」 

的原義是傲慢自大，
3 4
含有高估自己’自誇長處，看不起別 

人，神恨惡這種騎傲的人。原文「阻擋」是強力的字眼，它 

的意義是指布置軍隊作戰以對抗。騎傲的人所行的，至使神 

與他為敵，因此彼得説：「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 

手下」，免與神為敵，反「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五 

6 )，這是早期猶太敎典型的敎訓之一 ’也是希伯來智慧文 

學裡的勸告文學。
3 5
這也是主耶穌訓誨中的一個主題（路十 

四11 ,十八14 ；太二十三21〜25等），是猶太基督敎中，老 

生常談的蔵言（路一52)。彼得在此把眾人熟悉的信仰要義， 

應用在牧養的法則上。 

(五）禱吿與交託神的職事（五 7 ) 

「憂慮」在這裡是指面臨逼迫的環境（五10)。致命的 

危機（五8、9)所帶來的憂慮。
3 6
在一個需要屈從的環境， 

必然帶來許多憂愁掛慮。「憂慮」原文"爪6^>^^^"可譯為「擔 

心」或「掛念」。
3 7
除了在這特殊面對迫害的境況，人會憂 

慮，主耶穌也肯定人面臨苦難時會憂慮（太十19)，一般的 

34 Walter Bauer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頁660 ° 

A. Chester & R.P. Martin, The Theology of The Letters of James, Peter 

and Jude (England: Cambridge, 1994), 128. 

A. Chester & R.P. Martin, The Theology of the Letters of James, Peter 
and Jude, 128. 

37 Walter Bauer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頁60 ° 

下載自〈建道基督教中文期列索引〉(http://journal_index.abs.edu/)



使徒彼得對苦難中增長敎會之長老勸言183 

情況，在神的羊群中擔當牧養職事者，有誰可以不用為羊群 

掛心憂愁呢？大使徒保羅，曾向哥林多敎會表明「眾敎會掛 

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 

倒’我不焦急呢？」（林後十一双、29)。 

彼得自己有遭遇迫害的經驗，他被關進監牢裡（徒十二 

4 )。但他在那次的迫害中，經歷神在時空中，對他肉身的 

拯救（徒十二 5〜 1 7 )，因此彼得勉勵長老們，在這職事中 

有憂慮，卻也因此是禱告和交託的職事，因為神顧念他 

們，
3 8
可以完全信賴神（太六25、34)，這也正是主耶穌的 

訓誨：在民生方面，相信神會供應，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只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所需 

要的一切，天父必供應（太六33、34)；在受迫害方面，神 

會顧念，故不要憂慮（太十19 ；路十二 1 1 )。 

「憂慮」在這裡是單數的，這表示彼得不是説將發生的 

每件事，一件一件地卸給神，而是勉勵長老把整個的內心憂 

慮，毫無保留地卸給神。
3 9
「卸」的原文，在別處也譯作 

「丢、放、拋」，是完全放下的意思。藉著禱吿是把憂慮全 

然交給神的途徑（參腓四6、7)，彼得甚至在四章19節説： 

「將靈魂交予那信實的造化之主。」 

(六）務要謹守警醒的職事（五 8 ) 

敎會的仇敵從未鬆懈過’彼得説它「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仇敵被描續為吼叫的餓獅， 

這個比喻經常用來描寫那些威脅神子民的人，魔鬼象徵了 

3 8
本節引自《七十士譯本》中《詩篇》第五十五篇 2 2節 

3 9
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 3 5 1。 

40參詩二十二 13、21 ；耶五17 ；摩三13 ；提後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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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股在背後支持非基督徒敵檔神’誹誇信徒的邪惡勢力。 

特別是在「萬物的結局近了」（四 7 )的時刻，必有靡大的 

敵對勢力，若不是神的拯救，義人都難以生存。
4 2
「吞吃」 

若按字面解，是吞下去的意思；其隱喻則是毁滅。
4 3
作為群 

羊的牧人，豈能不積極勤奮，不謹慎將事呢？彼得勸勉長老 

要謹守，警醒和抵擋魔鬼。 

「謹守」是彼得在本書內共提到三次的詞’前兩次指明， 

「謹守」是盼望和禱吿的必要條件（一 1 3，四 7 )，原意是 

指冷靜戒備，特別針對道德情愁方面的謹守。
4 4
謹守以得勝 

撒但利用情慾和錢財的誘惑，特別是在那種屈從，又物質缺 

乏的基督徒生活裡（二 1 6 )。 

「警醒」在聖經中有兩種意義，一是覺醒（在夜間）、 

守候的意思；另一是用作隱喻以指靈性上的警覺或機敏。
4 5 

彼得曾經在客西馬尼園，沒有聽取主的警告’與其他兩個門 

徒，在主悲傷面對十字架時，沒有警醒而三次睡著了（太二 

十六36〜46)。主亦曾特別警吿彼得要警醒防守，因為試探 

就快要來。可是彼得沒有提防，數小時之後試探臨到，他竟 

三次堅決地否認主。就這惨痛的經驗，彼得不禁嚴重地警告 

敎會的長老，切不可重蹈覆轍，要警醒就是因為仇敵常在近 

邊 ° 

41參二 1 1、： 1 2，三 1 3 � 1 7，四 2 � 5 ’ 1 2 � 1 9 ；比較林後四4 ；弗六 

1 1 � 1 8 ；雅四7� 

42 P. Perkins, First and Second Peter, James, and Jude (USA: John Knox, 

1995), 80. 
4 3
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 3 5 7 ；參詩一二四3 ；耶五十一 

34 ；林前十五54 ；林後五4 � J . Ramsey Michaels, 1 Peter, 298-99 ° 

M Walter B a u e r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頁4 ¾ ° 

參太二十四 4 3，二十六 3 6 � 4 6 ；可十三 2 5 � 2 7 ， 3 3 � 3 4 ；路十二 

170 ° 

下載自〈建道基督教中文期列索引〉(http://journal_index.abs.edu/)



使徒彼得對苦難中增長敎會之長老勸言185 

彼得提出更積極的，身為長老應作的事，就是「抵檔」 

仇敵魔鬼 °「魔鬼」原文” d i a b o l o s ”的意思是「讒誇者，諫 

告者」。
4 6
「仇敵」 " a n f /必 t o y ’的本義是法律訴訟中的對方或 

敵手，意指魔鬼，因為他在神面前控告我們。
4 7
也可指一般 

的仇敵或對頭（彼得時代的羅馬是尼祿 [ N e r o ] ) ， 4 8
對於這 

強大的，惡毒的，殘酷成性的，但卻是可克服的大仇敵和讒 

誇者，彼得指明要竭力抵擋，因為它惩恿人犯罪，疏遠’ 

阻礙人得救 °他又是神和人的大讒誇者，惡意的指控者。他 

是帶領群魔的「那惡者」。
4 9
使徒保羅和雅各也一樣地吩咐 

信徒「務要抵擋魔鬼」（弗六11〜13 ；雅各四7) ,「抵檔」 

ianthistemi)有「抗拒，抵制」的含義。 

「用堅固的信心」這句，若參照歌羅西書一章23節的類 

似文意 °將之譯為「你們要在所信的道上（或作在信仰上） 

堅固」，意義就較好。抵檔魔鬼實在就是意味著，要具有 

明確的信仰並堅強地把握住它（參徒十六 5 )。「堅固」的 

詞義，不但是指穩固（提後二 19) ’也是堅強，結實的意思。 

長老必須知道在世上還有許多「眾弟兄」，一同為信仰受苦。 

不只是與基督聯合（四 1、 2 ) ,也要與世上眾弟兄聯合（二 

Walter Bau 

1 1 � 1 3 ；路四 2 � 3 ’ 

Michaels, 1 Peter, 298 

Walter Baui 

二58 ；十八3 � 

48 Walter Bauer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頁 1 3 6 � 參太四 5 � 8 � 

約十三2 ；弗四27 ；來二 14 ；雅四7 ° J. Ramsey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頁M。參太五2 5 ;路十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參路十八3 � 

49參太十二24 ,十三 1 9 ；可三 2 2 � 2 3 ；路 i ^一 1 5 � 1 8 ；弗六1 2 ;西 

15 ；林後四4 ；約壹二 1 3 � 1 4 , 五 1 8 � 

50 Walter Bauer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頁5 0 � 

5 �
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 3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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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包括與羅馬的弟兄聯合’
5 2
布列一個穩固、堅強和結實 

的陣線，以對抗魔鬼的攻擊（參西一23; ：15)。 

(七）永恒中得榮耀的職事（五 1、 4、 1 0 ) 

在世上的事奉，會有因魔鬼而來的許多苦難，但彼得勉 

勵長老們，這些苦難會過去的，是暫時的。「等你們暫受苦 

難之後」，那賜諸般恩典的神，要成全「在基督裡召你們， 

得享永遠的榮耀」。彼得確實地相信，自己將來要「得享後 

來所要顯現的榮耀」，他指明，那忠心的長老’「到了牧長 

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晃」。 

「冠晃」是崇高和勝利的表徵（啟四4)，榮耀的冠晃， 

是用榮耀編織的。在主耶穌顯現時主的這個獎賞，就是他認 

同長老們的犧牲。在艱難重重，與迫害充斥的圍困中，那 

奮勉邁進，任勞任怨，忠主愛人的努力和犧牲（啟二 7、 

11、17、26)。這將來的榮耀，是基督的榮耀（一7、13， 

四13)，永在且常新，是神要親自「成全」在得獎者的身上。 

「成全」的原義，是使某件事物到達恰當的情況，使之適合 

應用或便利工作。神的「成全」，使我們在永恆中，恢復 

原先造我們時的光景。這是一份得享主的榮耀和快樂的光景 

(太二十五21、23)，也是原先要賜給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 

業（一4)。 

五、結語：苦難有意義，事奉有榮耀 

彼得寫這封能激勵人心的勸慰信，是因為內容充滿能説 

服人的見證（五1)。使那些生活在被疏離的小亞細亞，未 

曾見過基督的敎會領袖與信徒，感受到羅馬敎會兄弟間的情 

5 2 R . A .馬田、艾理略：《猶大書_彼得前後書•雅各書》，頁1 1 2 

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3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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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基督裡是與眾弟兄聯結的，是神家裡的人，正如一同 

承受生命之恩 ( c o h e i r s ,三 7 )和一同作長老 U o e l d e r ，五 

1) ’共同為基督受苦。小亞細亞的敎會，從而得到鼓勵， 

且在信仰上彼此堅固，去面對當時社會和宗敎上的歧視。可 

以抵檔當時盛行的價值觀和迫害。
5 4
確信可以用善行勝過一 

切，在短暫的客旅生涯中為主受苦，為主作見證。知道自己 

的生命如今是已歸到靈魂的牧人監督了（二乃）。 

在以上勸勉的基礎上，彼得進一步的勸勉敎會的領 

袖——長老，在充滿敵意的社會中，要長老們按神的旨意， 

照管羊群。長老的職事是授受性的，
5 5
是神的恩典和選召所 

委派的。長老所作的一切，都要向大牧長主耶穌基督交代， 

因為他才是真正的大牧人（來十三20)。他顯現時要審判受 

託作牧養職事的長老，忠心的「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 

募」。 

彼得指明神選召他們脱離黑暗（二 9 )，賜予祭司的身 

分，宣揚他的美德，這就是使他們無由避免地受苦的原因， 

轉換成永遠的榮耀。彼得兩次將苦難的短促與榮耀的長久作 

對比（一6〜12，十二 1 0 ) ,激勵長老忍受事奉中的苦楚。 

神召他們事奉，是召他們得榮耀。與永恆的尊貴榮耀相比， 

今 世 最 重 的 試 煉 也 不 過 輕 如 鴻 毛 而 已 （ 參 林 後 四 1 6 〜 

18) 。56 

5 4
毛克禮：《彼得前書釋義》，頁1 1 4 � 

5 5
巴克萊：《彼得前後書注釋》’頁3 M 

56 J. Ramsey Michael, 1 Peter,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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