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前書提要 
 

壹、作者 

本書作者自稱「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一 1)，就是主耶穌十二門徒中的首徒，原名西門，主另給他起

名磯法(亞蘭文)，繙成希臘文就是彼得(約一 42)，聖經常稱呼他為西門彼得(參太十六 16)。磯法和彼得

的原文字義均為「石頭」，主耶穌似乎有意藉此改名啟示一項真理，即人在未得救之前原為無用的泥土

(參創二 7)，但主的救恩乃要將人改造成活石，作為建造靈宮的材料(彼前二 5)。主耶穌基督乃是建造教

會的根基(林前三 11)，祂要將眾多蒙恩得救的人──眾活石，就是教會──建造在祂這塊磐石上(太十六 18)，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二 22)。主耶穌將天國的鑰匙託付給彼得(太十六 19)，要他領先在猶太人

和外邦人中開啟救恩的門(參徒二 40~42；十 44~48)。彼得所負的使命，剛好和他蒙主呼召時所從事的工

作相符，那時他正在海裏撒網，主耶穌呼召他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太四
18~19)。所以彼得從主所領受的事工，正是為主得著一批又一批的人，作為建造教會的材料(參徒二 41；

四 4；五 14；十 44)。彼得乃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物，時常率先說話行事，領導群倫(參約廿一 3)，卻也

因此而經常被主責備(參太十四 28~31；十六 22~23；十七 4~8，24~27；廿六 33~34)。但經過主耶穌三年

半的教養訓練，特別是在主死而復活之後，四十天之久藉著聖靈的顯現和講論(徒一 2~3)，竟使彼得彷

彿脫胎換骨、變成另外一個人似的，成為一位謙卑而勇敢、虛心而不自矜、能與人同工且同心的真實屬
靈領袖(參徒三 1，12；四 13；十一 17；十二 17；十五 7~11)。彼得「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徒四 13)，

而本書的希臘文筆頗具造詣，因此晚近有些聖經學者質疑本書作者並非彼得本人。然而，根據下列諸多

理由，仍宜認定彼得就是本書的作者：(一)「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乃指他沒有正式受過「拉比」的教

育，並非指他完全沒有學過希臘文。希臘語文乃是當時巴勒斯坦地居民的兩大通用語文之一，以亞蘭語

文為主，希臘語文為輔。(二)直至書寫本書為止，彼得來往各地服事主(參徒八 14；九 32；十 1~5，

23~24；十五 7)，已歷數十年，其間必有很多機會操演希臘語文，使他更為熟諳。(三)在本書結束前透

露「我略略的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西拉轉交你們，勸勉你們」(五 12)，按原文可譯為「我藉著

西拉」，意指他得到西拉的幫助寫成本書，又託西拉轉交。可見本書可能是由彼得口授或初稿，經西拉

代書或修改，故彼得仍為本書的原作者。(四)至於西拉，他原為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人物(參徒十五 22)，

後與使徒保羅同工(徒十五 40；十七 1)。雖然英文譯名稍有不同(本書譯名為 Silvanus，《使徒行傳》則

為 Silas)，但聖經學者相信均指同一人。此西拉應有足夠能力修飾成如此優美的希臘文。(五)《彼得後書》

題到他曾寫了前書(彼後三 1)。一般聖經學者相信《彼得前書》所呈現的是經西拉修飾過的希臘文，而
《彼得後書》則是未經他人修飾的「原味原汁」希臘文。(六)本書的內容和特色，也支持彼得乃本書的

作者，例如：彼得親眼見過主耶穌(參一 8)，更見過祂榮耀的顯現(參四 13；彼後一 16~18；太十七 1~2)；

他雖然曾經抗拒過基督受苦的觀念，如今卻強調歡喜為主受苦(參四 1，13，16；太十六 21~23)；他雖身

為使徒，卻也身兼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參五 1；徒六 1~4)；他曾特別受主託付牧養主的小羊(參五 2；約

廿一 15~17)；他與馬可一家有很親密的關係(參五 13；徒十二 12~13)。(七)教會初期的許多教父們題到

過本書，且公認本書為使徒彼得所著，例如：革利免(主後 95 年)、愛任紐(主後 140~203 年)、特土良(主

後 150~222 年)、亞力山太的革利免(主後 155~215 年)、俄利根(主後 185~253 年)等。 

  
貳、寫作時地 

據可靠史料，彼得大約於主後 65~67 年間，在羅馬被暴君尼祿殺害，為主殉道。因此，彼得前後兩封書

信，均寫於殉道前不久，且兩封書信的相隔時間不會太長(參彼後三 1)。根據下列理由予以推測，前書

約寫於主後 64 年：(一)羅馬暴君尼祿(主後 54~68 年)正要開始對基督徒施加迫害，《暴君焚城錄》和其

後的大屠殺近在眉睫。其時基督徒的處境艱危，正與本書所描寫的情景吻合(參四 14~16；五 8~9)。(二)

本書當寫於西拉離開彼得，攜帶本書前往小亞西亞之前(參五 12；一 1)，以及馬可仍與彼得同在一處，

尚未動身會晤保羅之前(參五 13；提後四 11)。西拉何時離開保羅而去與彼得同工，聖經並無明文記載，

最早約在主後五零年代後期(參林後一 19；帖前一 1；帖後一 1)；至於馬可，最遲是在保羅為主殉道(大

約主後 67 年)之前。(三)根據彼後三 15~16 可知，彼得確曾讀過使徒保羅的一些書信；而本書部分內容



和保羅所寫的《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很相近，可試比較彼前一 1~3 和弗一 1~3；彼前二 18 和弗

六 5及西三 22；彼前三 1~6和弗五 22~24；彼前五 5和弗五 21等，便知本書的確多少受該兩書的影響。

而該兩書大約寫於主後 61~63 年，故可推知本書成書日期不早於主後 63 年。至於本書的寫作地點，彼

得自稱是「在巴比倫」(五 13)，有些解經家認為既然本書開頭的受書者明言是給「分散在本都、加拉太、

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的」(一 1)，則此處的巴比倫也應是指實際的巴比倫城。其實，「前後

一致的解經原則」乃是應用在同一個事例或同一段經文，並非全卷書都必須採取同一解法。例如，《啟

示錄》也曾明言「達與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啟一 11)等實

際的地方，但後來的「巴比倫大城」(參啟十七、十八章)卻改作隱喻而非指實際的巴比倫城。鑒於下列
諸理由，本書的「巴比倫」應是暗指羅馬：(1)初期教會的傳說和資料，從未提起彼得曾經到過巴比倫；

(2)根據教會的傳說，彼得是在寫完前後書之後不久，在羅馬被害；(3)當時正值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夕，

彼得被迫必須隱蔽他的所在地；(4)後來使徒約翰也以巴比倫隱喻羅馬(參啟十七 1，5，9，18)。 

  
叁、本書受者 

本書是「寫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的」(一 1)。這五個地方均位於

小亞西亞地區(即今土耳其境內)，係當時羅馬帝國的五個行省，其確實位置是在黑海、地中海和愛琴海

之間，大約呈順時鐘方向羅列。一般解經家對於本書受書者的所在地大致沒有異議，但對受書者的身份

卻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根據「分散…寄居的」等用語(一 1，18)和彼得原來的職責(參加二 7~8)，而認定

本書是寫給被迫分散到小亞西亞地區的猶太人信徒，有的則根據「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
的子民」(二 10)，以及「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四 3)等而認定是寫給外邦人信徒的。其實，

教會發展至此階段，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眾教會，已不再有所謂猶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之分(參西三

11)。因此，凡是居住在該五個地區的基督信徒，都是本書的受者。我們今天讀此書信，更應將自己包

括在內，而把本書勸勉的話，應用在自己身上。 

  
肆、寫本書的動機 

彼得自稱「寫了這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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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這話

表明寫本書的兩個目的：(一)使受書者更深認識自己所蒙神的恩，這恩包括信徒在已過所得靈的救恩(一

2~3，19~20，23)，現在正在經歷魂的救恩(一 8~9；二 2~3；三 21)，以及將來所要得完全的救恩(一 13；

四 13，18；五 4)。(二)勸勉受書者身處邪惡的世代(二 11~12；四 2~3)，以及即將面臨的逼迫與苦難(三
13，17；四 12~14)，要靠神的恩剛強站穩，作主榮耀的見證。 

  
伍、本書的重要性 

在新約聖經的八卷「普通書信」(或稱「一般書信」)當中，《希伯來書》注重「信心」的教訓，《雅各
書》則補充說明「信心」須有行為；《彼得前書》注重「盼望」的教訓，《彼得後書》則補充說明有了

「盼望」，仍須在恩典和知識上長進；《約翰壹書》注重「愛心」的教訓，《約翰貳書、參書》和《猶

大書》則補充說明必須在正確的真理上有「愛心」。如此，基督徒所不可或缺的信、望、愛三項美德

(林前十三 13)，藉此八卷普通書信得著完滿的啟示。而《彼得前書》中兼論信心(一 5，7，9，21；五 9)、

盼望(一 3，21；三 15)和愛心(一 8，22；二 17；三 8；四 8；五 14)，故在這八卷書信中具有承先啟後的

地位和作用。 

  
陸、主旨要義 

本書旨在勸勉信徒既已擁有活潑的盼望，就要有受苦的心志，順從神的旨意，一心為善，在世度餘下的

光陰，好歸榮耀給神。即或身處苦難，也當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樣，忍受冤屈，將自己交託給神。今日我

們若與基督一同受苦，倒要歡喜快樂，因為主榮耀的顯現即將來臨，那時就要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柒、本書的特點 

  



本書具有如下的特點：(一)本書不是寫給某特定教會或個人，而是寫給一般基督徒的「一般書信」或

「普通書信」。(二)本書以勸勉代替責備，充滿了牧人那溫柔、慈愛、關懷和瞭解的心腸(二 25；四

9~11；五 1~4)。(三)本書是寫給受苦教會的書信，勉勵屬神的人要甘心樂意為神的旨意、為基督的名、

因行善而受苦(二 15，20；三 16~17；四 1、2，12~19；五 9~10)。(四)本書非常清楚地描繪神的真恩，

包括三一神如何成就這恩(一 2)，如何將這恩啟示給人(一 10~12)，如何藉這恩吸引、造就、保守、堅固

並成全信徒(一 13；二 2~3；三 7；四 10；五 10)。(五)本書強調「主的再來」，總共有八次提到主將要

顯現、鑒察、審判(一 5，7，13；二 12；四 13，17；五 1，4)。(六)本書是寫給那些得著天上基業的人

(一 4)，目前暫時寄居在地上作客旅(二 11)，如何在世度餘下的光陰(四 2)。(七)本書強調基督徒活在世上
三件最寶貴的事：信心(一 5，7，9，21；五 9)、盼望(一 3，21；三 15)和愛心(一 8，22；二 17；三 8；

四 8；五 14)。(八)本書特別提到基督徒順服和謙卑的美德，作者彼得不但勸勉信徒要順服和謙卑(一 2，

14，22；二 13，18；三 1，5，8；五 5，6)，並且他也以身作則，敬重後進同工保羅(五 12~13 請西拉送

信，又將馬可送回給保羅)。(九)本書又強調信徒要存敬畏的心過聖潔的生活，將來才能坦然見主(一

15~17；二 17；三 2，5，15)。(十)最後，本書對主耶穌基督作了最完善和最清楚的交代：(1)在創世以前

被神預先知道(一 20)；(2)降世受苦難(一 11；二 21，23；四 1)；(3)被釘流血(一 2，19；二 24)；(4)代人

受死(一 18~20)；(5)死後曾下陰間(三 19~20)；(6)復活(一 3，21；三 18)；(7)升天(三 22)；(8)將在榮耀裏

顯現(一 7，13；四 13；五 4)。 

  
捌、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本書有些教訓與保羅書信並《雅各書》相似… 有人將「主禱文」(太六 9~13)與本書的一些經節並列如下：

「我們」(一 3)在「天上」(一 4，12)的「父」(一 17)，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一 15~16)，願「你的國

降臨」(二 9)；願「你的旨意」(二 15；三 17；四 2，19)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五 7)，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四 7~8)，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四 12)，

救我們「脫離兇惡」(四 13)；因為「國度」(五 11)、「權柄」(四 11)、「榮耀」(一 11，21；四 11)，

「都是你的」(四 11)，「直到永遠」(四 11；五 11)。「阿們」(四 11；五 11)。 

  
玖、鑰節:「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

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一 7)「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

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一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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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基督既在肉身受

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四 1)「務要牧養

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的旨意照管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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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五 2~3) 

  
拾、鑰字:「盼望」「試驗」「火煉的試驗」「苦楚」「受苦」「苦難」「顯現」「鑒察的日子」「審

判」「榮耀」「榮光」「恩典」「恩惠」「救恩」「恩賜」「恩」「真恩」「寶貴」「活潑」、「活」、

「復活」「活著」「行善」「為善」「好行為」「靈魂」「心」「人」 

  
拾壹、內容大綱【在神的真恩上站立得穩】: 一、認識神的真恩(一 1~12) 二、神的真恩和基督徒的生命

(一 13~二 10) 三、神的真恩和基督徒的生活(二 11~四 6)  四、神的真恩和基督徒的盼望(四 7~五 14) 

 
 

 
        

  

 ── 摘錄自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彼得前書註解》 https://www.ccbiblestud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