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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實的盼望            彼前一：1-12 

 

            

第一世紀的六十年代，小亞細亞以外邦信徒為主的教會已經紛紛建立，這些教會有甚麼特別

的需要？針對當時教會的處境，使徒彼得寫了一封牧養的書信在教會中傳閱，彼得稱他們是

「寄居的」，在真實的世界中，這些外邦信徒雖然大多是社會的邊緣人物，他們是沒有公民

權的「外來居民」，然而他們永恆的身分卻是父所揀選天國的公民。 

            彼得在信首的問安（彼前一：1-2）之後，他立刻以一個長句（彼前一：3-

12）帶出了「救恩」這個主題，彼得為聖父所賜給信徒的新生命發出頌讚，圍繞著「救恩」

這個主題，他論到信徒即使現在正經歷各種試煉，卻仍然可以因為末日的救恩而喜樂，雖然

不曾見過耶穌，卻因為相信祂而充滿喜樂，這正證明了救恩在他們生命中的果效，舊約先知

曾經遍尋不著的救恩，如今卻在世人面前完全顯明了，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 

            

彼得以「救恩」這個主題作為這封信的起頭別有深意，因為他的受書對象正在受苦中， 

若基督徒對救恩有深刻的理解，他們必知苦難的盡頭是榮耀，這樣的盼望不是一帖安慰劑，

而是出於神的信實，在等候的過程中，信徒以信心經歷救恩，雖在艱難中，卻因信靠耶穌而

有難以言喻的喜樂，因為深知他們的盼望不會落空。 

 

主題 

基督徒真實的盼望是基於對救恩的體認 

 

大綱 

（1）、問候（彼前一：1-2） 

（2）、信徒因有救恩的盼望而能勝過苦難（彼前一：3-9） 

（3）、舊約先知尋找救恩（彼前一：10-12） 

 

問題討論 

一、彼前一：1-

2這封信的作者是誰？受書對象是那些人？他們住在那裏？彼得如何描述這些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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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寄居的」」這個字推測，彼得寫信的對象社會地位如何？彼得如何深入描述他們

的得救？聖父、聖子和聖靈如何共同完成信徒的救恩？ 

 

三、彼前一：3-

5彼得對父上帝發出讚美的原由是甚麼？上帝如何將救恩賜給我們？這份寶貴的救恩為我們

帶來了甚麼好處？ 

 

四、彼前一：6-

7彼得勉勵小亞細亞的基督徒，雖然他們正在許多試煉中，仍然要喜樂，為什麼？彼得認為

信徒的受苦有甚麼目的？參雅一：3。 

 

 

 

 

五、彼前一：8-

9雖然基督徒不曾見過耶穌，然而他們和耶穌有怎樣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是建立在甚麼基礎

上？ 

 

六、世界上充滿各樣的苦難，基督徒在等候耶穌再來的時候，為什麼能有「滿有榮光的喜樂

」？他們對救恩的認識如何影響到他們的生命？ 

 

七、彼前一：10-

12舊約眾先知曾經詳細查考救恩，結果怎樣？參太十三：17。舊約先知在救恩這件事上扮演

的角色是甚麼？參太三：3。彼得在此提到舊約先知有甚麼目的？新約信徒有甚麼特權？ 

 

 

反思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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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曾否深刻地體會到自己在世界上是「寄居的」？你渴望在神的家中找到歸屬嗎？

或是幫助弟兄姊妹找到歸屬？分享你「屬靈的家」。 

（2）、基督徒生活在不信的世界中，有些思想和行為不被認同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如果一

個基督徒從來不曾因為信仰而受到排斥，你認為問題可能出在那裏？ 

（3）、在後現代多元主義的社會中，傳福音最大的困難可能是甚麼？有人認為福音的排他

性令人反感，而難以接受，若有人如此挑戰福音的絕對性，你怎麼回應？ 

（4）、反省我自己和神的關係，我是在理性的層面上接受基督？或是在生命中遇見神？或

兩者皆是？你如何體會到福音的盼望？分享這個盼望帶給你的安慰和激勵？ 

（5）、你是否認為自己是被神所揀選的「特權階級」？分享你對恩典的體會。 

 

註解 

彼得前書的作者是誰？寫作日期和地點為何？ 

這卷書的卷首已清楚表明作者是使徒彼得，根據教會傳統，彼得在羅馬皇帝尼祿手下殉道，

從書信中彼得對信徒在世界上生活的樂觀態度（彼前二：11-

17）推測這封信應是寫於尼祿開始逼迫教會之前，可能的日期是公元六十二至六十五年間；

相傳彼得晚年住在羅馬，自彼前五：13（巴比倫影射的是當時世界上權力的中心羅馬）推測

，這封信最可能的寫作地點是羅馬。 

彼前一：1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在那一帶？ 

這五個地名有三個（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是羅馬行省的名字，本都和庇推尼是兩個

區域，合起來構成另一個羅馬行省，名為「庇推尼本都」，這些地方都位於黑海以南，今日

的小亞細亞，有一大部分屬於今日的土耳其，有學者解釋，地名的先後次序代表送信者所走

的路線。 

彼前一：1「寄居的」是甚麼意思？ 

「寄居的」原文是指居住在某個地方，卻只是短暫停留（臨時居民），不能享有公民權或法

律的保障，在整卷書信中可看出，受書的對象是在社會上受到排擠的邊緣人物，其中不乏奴

隸階級；許多解經者常以比喻的用法來解釋「寄居的」這個字，它被用來描述基督徒在世界

上朝聖的旅程，世界是暫時的居所，信徒永遠的家是在天上；從受信者的社會地位來看，彼

得使用這個字更可能是指字面的意義，他的受信對象主要是小亞細亞西北地區的外邦信徒，

他們在世界上和屬靈上的地位都是「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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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一：2「又蒙他血所灑」是甚麼意思？ 

參利十四：6-

7此處記載大麻瘋患者必須在以色列營外獨居，痊癒後必須經過祭司在身上灑血的儀式才能

恢復正常的生活，因此這個動作可以代表人得到了潔淨，所有破壞與神與人關係的污穢都被

除去了；此處意指藉著基督犧牲的血象徵性地灑在他們身上，他們的罪已經得到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