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基本信息： 

• 内容：一卷鼓励正在经历苦难的基督徒的书信，教导他们作为基督徒如何回应

逼迫他们的人，并力劝他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 

• 作者：使徒彼得；由西拉执笔(5:12)，他有时也是保罗的同伴。 

• 写作日期：公元64-65年左右，写于罗马(5:13，巴比伦被犹太人和基督徒用来

指代罗马，指他们被掳之地）。 

• 受信人：小亚西亚（现在的土耳其）西北五个行省的信徒，大部分为外邦人(1:    

14,18;2:9-10;4:3-4)，提到他们是世上寄居的（＝背井离乡的人）。 

• 致信原因：当地一些初信的人(2:2-3)由于信基督的缘故遭到了逼迫，作者写这

卷书信可能是出于对此事件的关注。 

• 重点：为义受苦，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基督怎样在不义的人手下受苦，信徒

也当忍受不义的苦待；基督为我们受苦，将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神的百姓随

时随地行事为人都要公正，遭到恶意对待时，尤其应当如此；我们对将来的盼

望建立在基督已经复活这个确凿事实的基础之上。 

 

 

《彼得前书》概要      

        彼得主要关注的是基督徒在遭到恶意对待和经历苦难时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这

卷书信经文精练，作者先提到他关注的一个问题，接着又提到他关注的其他问题，并

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反复地回到这些关注的问题上。同时，这些问题都以基督的受难和

复活为背景。基督借着受难救赎了他们，也是他们效法的榜样，在当前经历苦难的过

程中，基督的复活也给了他们盼望。 

      开篇的感恩部分(1:3-12)阐明了主题：救恩、将来的盼望、苦难真信心（＝充满信

心地生活）。这卷书信的其余部分由三个部分组成 (1:13-2:10; 2:11-4:11; 4:12-5:11)，

以2章11节和4章12节的“亲爱的弟兄啊”这个呼语为划分标志。第一部分号召信徒 

要过圣洁的生活，强调他们在一起是神的百姓。彼得借用旧约中的各种比喻，向他们

保证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在一起是要见证他们是神的儿女，从而宣传神的美德。 



       彼得的第二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他们为外邦人——就是那些让他们受苦的人——

的缘故成为神的百姓上(2:12)。他一开始(2:11-3:7)就力劝信徒在预期会受到逼迫的具

体制度体系中（外邦人的政府[2:13-17]；不信的主人[2:18-25]；不信的丈夫[3:1-6]) 

要像基督一样顺服。接着，他将这个呼吁推广普及到所有的信徒身上(3:8-4:6)，当他

们因行善面临苦难的时候，尤其如此；再次，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就是他们要持守圣洁

的原因，也是他们盼望的所在。他再次提到他们在一起是神的百姓(4:7-11)，以此结

束了这部分内容。 

       在第三部分中，彼得将他们所受的苦难置于神学的背景下，同时劝勉长老们要引

导信徒之间的关系，并引导他们对不当受的苦难做出基督徒适当的回应。 

 

阅读彼得前书的具体建议 

       彼得前书中使用的一些专用词汇说明了许多问题，在阅读的过程中，你要留意。

这些词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suffering（苦难 11 次）；anastrophe(“生活方式，

行为”6 次[1:15,18;2:12;3:l,2,16]);  God（神 39 次）；Christ（基督 22 次）；Spirit/ 

spiritual（圣灵／属灵的 8 次）；God's will（神的旨意 4 次）；election/ calling

（拣选／呼召 10 次）；save/salvation（拯救／救恩 6 次）；hope（盼望 5 次）—

—还有指向未来（产业，荣耀等）的其他许多词，并有大量的词汇提醒他们，他们是

神的百姓，在今世生活中，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或背井离乡的人。 

       从始至终促成这卷书信的就是信徒的苦难。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们要在神的救赎，

这个更大的背景之下来理解苦难的意义。因此，他着重强调三位一体的神所成就的工

作。神拣选并呼召他们，在世上做自己的百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历苦难与神更高

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一致的；但是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已经使他们最后的救赎不容置

疑，所以他们可以生活在盼望中。注意，彼得意味深长地、常常提到基督救赎的工作，

说到他代我们受苦（以至于“死”)，同时，他也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2:21-24;3:15-

18)——这一切都是借着圣灵做成的。彼得翻来覆去说这些话，显然他的兴趣在于鼓

励他们，恢复他们的信心。 

       同时，彼得也非常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关心他们在一起作为神百姓的言谈举

止，也关心他们对苦难的回应。首先，他反复提醒他们说，他们是离开天家的人——

在这里是寄居的，是客旅，他们的产业是在天上，在世上停留的期间，他们应当活出



天国的样式。其次，他们如此生活，就是作神的祭司，为了外邦人来服侍神，就是那

些对他们有敌意的人，要将他们“感化过来”(3:1)。因此，读者要顺从神的呼召，成

为万民的祝福——这是以色列人先前跌倒的地方。这卷书信的最后没有一处不含有这

些目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要留意。你也需要对第一世纪时期的家庭有一定的认识，便于你

理解 2 章 18 节-3 章 7 节作者劝勉的言语。第一世纪时期希腊——罗马世界中男性作

为家庭的头也是绝对意义上的“主和主人＂，西方文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几乎很难

理解这一点。在大多数这样的家庭中，如果他很关心信仰方面的事（而且宗教是他们

生活的一部分，不管他们是否对此持严肃的态度），那么整个家庭（妻子、孩子、家

里的奴仆） 都习惯于接受户主的宗教信仰。彼得正是针对这样的背景说的。当时有的

家庭中，有奴仆或者妻子跟随基督，在这件事上违反了家庭的规矩。而在 3 章 7 节当

彼得附带地提到丈夫时，他认为他和他的一家都已经跟随了基督。 

 

       总结：鉴于新约中的大部分书卷都很关注神的百姓彼此之间应当如何相处这个问

题，因此在圣经中，如果专门有一卷书强调我们要效法基督，来回应不信的人出于敌

意加给我们的苦难，这非常的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