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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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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生活上的勸告，是以恩慈帶給弟兄，也為迫害他們
的人祝福（三8-12）。

彼得引用詩篇三十四12-16，依據聖經的一貫的教導，給信
徒兩個勸告，如何在不友善的異教文化中生活，如何與所
有人相處。並且談論兩個重要的神學課題。

第二個生活上的勸告，是以敬虔的生命為主作見證（三13-
17）。

第一個神學課題是基督為義受苦並且得勝復活（三18）。

第二個神學課題是洗禮（三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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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
憐謙卑的心。」（三8）

「總而言之」不是「結束」的意思，而是「講了那麼多，意
思就是…」

第一個勸告是以恩慈帶給別人祝福（三8-12）。

信徒們被敦促要以合一的心，同情心，憐憫心，謙卑的態度
相處，互相關懷。

首先，彼得列出了神家裡，弟兄姊妹相處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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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一詞希臘語原文是由兩個字組成：frone 的意思
是「思考，意志」它的前置詞 omo意思是一致的，同質的，
合起來 omofrone 就是「和諧」就像一隊配搭得好的樂隊

這「同心，和諧」不是一群「應聲蟲」；也不是世上的組織
架構或主義上的強制性合一。這「合一的心」是聖靈所賜，
信徒應該通過和平的關係，竭力保持的（以弗所書四3）各
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基本上，他們是合群的，敏銳地尊重
對方意見。「彼此順服」是在基督裡「同心」的關鍵。

「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
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腓立比書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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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恤」一詞 sumpaqeij 也是由兩個字組成的：sum意思
是一起或同在，paqoj 意思是痛苦或不幸。明顯字面意思
是陪伴不幸的人。

這也是保羅所說「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羅馬書十二15）

對當時受苦的信徒來說，特別有意思：「你們要記念被捆綁
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
己也在肉身之內。」（可能會受苦）（希伯來書十三3 ）

潘霍華Bonhoeffer曾說「我們必須學會少從他們的作為或不
作為來看待別人，而更多地從他們的痛苦來體恤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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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憐」原文 eusplagxnoi 也是由兩個字組成， eu用作
前置詞意思是「好，溫和，高尚」，splagxnoi 字面意思
是「腸，內臟」（使徒行傳一18），也常被引伸為「心腸，
感情所在之處」（哥林多後書六12；七15；腓立比書一8），
兩個字合起來就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情，充滿溫柔，同情地
照顧，那些處於困苦的人。

也就是耶穌向那些「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的羊（人）」
(馬太福音九36)「有需要」的人（十四14）；「飢餓沒得吃」
的人（十五32）展示的憐憫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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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原文 apeinofrnej 也是由兩個字組成，前置
詞 apeinoj 意思是指「卑下，特別是態度和地位」，而
frone 的意思是「心思，意志」；這兩個詞綁在一起就是
謙卑，意味著自甘卑微。

保羅的解釋是「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
以為聰明。」(羅馬書十二16)。出發點就是「看別人比自己
強」 (腓立比書二3）。

「相愛如弟兄」 filadelfoi，filoj 是親愛的意思，
adelfoj 是弟兄的意思。信徒是神家裡的人，應該彼此相
愛，彼此扶持，互相信賴和體恤，在神的家中合一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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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
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三10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
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三11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彼得勸告信徒如何在不友善的世界中生活

三12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
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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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eulogounej）在這裡的意思是對別人好，既
是言語上，也是行為上。信徒給別人祝福，是神的旨意，
如此行，他們也會被「祝福」。

我們被呼召做見證的地方往往是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三
13（傷害你）；三14（受苦）；三14（威嚇）；三16（毀
謗）；三16（誣賴）；三17（受苦）。
然而彼得勸告信徒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反
要給別人祝福，努力與別人和睦。

上古時代，神與亞伯拉罕的盟約就闡明了祝福的兩個層面–
神賜福給他和藉著他賜福給其他人。「我必叫你成為大
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創世紀十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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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充分體現這個美麗的性格。「祂被罵不還口，受害
不說威嚇的話」(彼得前書二23) 相反，祂為那些傷害祂的
罪人禱告，給他們說好話 –祝福：「父阿，赦免他們，因
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廿三34)。

耶穌教導門徒「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馬太福音五44-45）。

多次受苦的保羅「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
們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哥林多前書四12-13）

「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因為人
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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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德報怨」的看待我們，祂差祂的兒子為我們贖罪，
把我們的命運扭轉過來，使我們得著美好的生命和盼望。

彼得呼籲的「以德報怨」的品質就是神本身的屬性。

雖然人往往忘恩負義，頂撞祂，神卻善待好人，也善待惡
人（路加福音六35-36）。祂慷慨地「叫日頭照好人，也照
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馬太福音五45）

以耶穌為榜樣的基督徒的特徵就是以德報怨，追求和平，
福澤他人（三11對比詩篇三十四14）。神呼召他們得著生
命的福氣，神也呼召他們祝福別人，叫他們認識神（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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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5「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的英文是ask you to give an 
account (or reason)；「緣由」一詞的希臘原文 logon是指
智慧的話，神的道。

以言語傳福音是不可少的。保羅說「人未曾信祂，怎能求
祂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見呢？」（羅馬書十14）

三15包含著「隨時準備答辯」；希臘語 apologian。apo 

的一個意思是「源頭」的意思，它與 logon 合起來，就
是答辯，解釋事情的起因、理由。演化為法庭上的 Apology 
「分訴、答辯」。但是原意決不是「道歉」 Apologize

接著彼得勸告在苦難中的信徒，當想到「以德報怨，給別
人祝福」，就應該用好行為和深思熟慮的言語為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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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訴的態度十分重要。第一，要尊崇基督為主為聖，超乎
一切，基督是你信仰的核心。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
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
後書四2）你不需要為福音辯護，你切切需要的是祈求聖靈
引導，隨時放膽把它說出來，因為「神的話」一旦解開，
福音的真理就會發揮作用，使人得著得救的智慧。

「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
存心忍耐，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提摩太後書二24-26)

第二要「溫柔敬畏地回答」就是用柔和說話，尊重對方，
不要輕視對方。「溫柔」一詞含義是控制你的權力，好像
一匹被馴服的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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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行為 –三13（熱衷於善）；三14（公義）；三16
（存著無虧的良心）；三16（好的品行）；三17（行善）。

法蘭西斯經常傳福音，相傳他說「隨時傳福音，必要時要
用言語來傳」意思是傳福音，既用行為，也用言語。

許多時候，人們留意我們的表現，先於聽信我們的話。
未信的人觀察到信徒的行為與世人不同：他們熱心行善，
而且「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即使在困苦
中，仍看自己為有福；因而就會問信徒為何在困苦中有這
些表現？他們會要求信徒解釋他們的活潑「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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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說明你所信的是復活的耶穌基督，祂是生命和盼望。
切勿信口開河，亂拋一些難以理解的術語，陳腔濫調。

•講述經歷要具體、肯定和直接。切勿含糊不清，也不要說
諂媚的話，討人歡喜（帖撒羅尼迦前書二4-5）。你是傳揚
基督，而不是表揚個人或教會。

•有邏輯和條理，構建你的得救見證：(a) 重生前的境況；(b) 
觸發你生命改變的因素；(c) 事情如何發生； (d) 信耶穌基
督後的境況。

•拿出你的熱衷和真誠。不要害怕表達你因信基督而有的喜
樂。也要積極和勇敢，不逃避對方的盤問，但不要起爭論。
攻擊和貶低別人的言語只會引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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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基督徒應否堅持，反向那些因信
仰而逼迫我們的人傳福音？

三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
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馬太福音七6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
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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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為義受苦是命定的

神的子民「行得正，企得正」，也會遇上苦害。幸或不幸？

三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另一方面：主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只因你們不屬
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約翰福音十六33；十五19）又說「你們要為我的名，被
萬民恨惡。」（馬太福音廿四9）。

彼得說即使我們的良心對得住神，也不能避免困苦（二20）

一方面：正如從前討論，栽培我們的神用困苦難來磨練、
管教我們，去蕪存菁，轉化我們生命，使我們更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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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保護受苦的信徒，他們終必得救

三13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較正確的翻譯是「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能害你們呢？」

主耶穌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
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祂。」（馬太福音
十28）大衛說神保護他，「血氣之輩能把他怎麼樣呢？」

在一5節，彼得說「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
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耶穌說：「為義受逼迫的人
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證明他們是屬於天國的）

為義受苦是我們得永生的一個明證。我們算是配受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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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受苦是有福的

三14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
也不要驚慌。

主耶穌明說福氣是留給那些因祂「被辱罵，受迫害，被人
捏造各樣壞話毀謗的人」（馬太福音五10-11）。如果神呼
召我們像祂的兒子耶穌一樣，按照祂的救贖計劃受苦，我
們就不應該害怕，反而期待十字架背後的祝福。

在一7節，彼得已明說這一切的試煉使我們的信心「在耶穌
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所以基督徒
不是枉然受苦的，他們得到神的看顧，他們的禱告得到垂
聽，他們得到能力行神的旨意，最終他們得到神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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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義
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按著肉體說祂被治
死．按著靈性說祂復活了。

「一次」（羅馬書六10；希伯來書九26, 28；十10, 11, 12, 14, 
18）顯然是在對比舊約中每年贖罪日重覆的獻祭。基督在世
上多次受苦，最後死在十字架上，只需一次，祂的一次代贖
是完全，是足夠的。基督「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祂活
是向神活著。」（羅馬書六10）

沒有基督的死，我們不能到神面前，但是「一切都是出於神，
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使我們不但「與神和好，更以
神為樂」（羅馬書五11）。

有人說這是基督救贖意義的最精簡，最精闢的總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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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肉體說祂被治死．按著靈性說祂復活了。

同時，基督為義受死，復活帶給在世的基督徒充滿生命活
力的盼望（一3）。彼得親眼見過復活後的基督，親眼看著
祂升天。聖經記載基督現在坐在神右手邊的尊貴座位上
（詩篇一百十1；希伯來書一13；八1；十12；十二2）「眾
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祂。」（三22）。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
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
接在榮耀裡。（提摩太前書三16）。

保羅說因著基督的復活，信祂的人也都復活；死亡不能拘
禁基督，世上的苦難也不能攔阻我們跟隨基督復活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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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很重要，因為它提及未信主的人死後的光景。它
也引發很多討論，特別是基督去過地獄嗎？祂在那裡傳道
嗎？洗禮是什麼？洗禮使人得救嗎？

三19 祂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

三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
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
個人。

三21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
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
有無虧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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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間或冥府」是「死人的地方」或「離世的靈魂的地
方」。陰間是一個暫時的地方，所有的人死後，身體會腐
敗，靈魂被帶到「陰間」，等候最後的復活和審判。

聖經啟示，神創造了人類，使其成為有靈魂的肉體，或說
是有形體的靈魂（創世記二7），而死亡分拆這個結合。

「陰間」有兩個區域：不信基督的人，死後都被放在陰間
受詛咒的一處，等待最後的審判。至於信主的人，死後都
去了陰間的福地（或「天堂」），等待復活與神永遠同在
（馬太福音十一23；十六18；路加福音十15；十六23；使
徒行傳二27-31）。兩個區域之間有不能越過的大鴻溝。

大審判後所有敵對基督的連同陰間都被丟在「地獄、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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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很少告訴我們關於耶穌在死亡和復活之間的情況。彼
得在使徒行傳的講道中（二31）引用詩篇十六篇。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
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
說，祂的靈魂，不撇在陰間，祂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耶穌死後，祂的身體被埋葬，但它沒有腐爛。祂的靈魂去
了陰間，就像舊約中的聖徒一樣，並不是去了受苦之處。
神讓祂從死裡復活，使祂的靈魂與榮耀的身體重合，祂是
第一個復活的，是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書十五23）。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二40 預言祂進入陰間「約拿三日
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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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那麼基督「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是什麼意思？

三19 祂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

三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
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
個人。

有人解釋：基督
為拯救人去了陰
間，完成了祂要
受的苦難。

這種想法是完全不符合聖經，這是異
端。耶穌只一次為罪受苦，為我們提
供了充分的救贖。在祂死的那一刻，
耶穌的苦難結束，祂完成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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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解釋：基督去了陰間，向挪亞同時代在洪水中喪生
的人宣講福音，給他們提供救贖的機會。

這個想法也不符合聖經。因為人死後沒有第二次機會可以
得救（路加福音十六26；希伯來書九27）。他們也不能解
釋為什麼耶穌基督只向一個世代，而不向所有的世代傳道

三19中「傳道」是希臘動詞 ekhruxen 意思是「宣揚」或
「宣布」，與耶穌宣揚神的國降臨的動詞相同（馬太福音
四17）。但它與通常使用「傳福音」 euhggeliz的動詞
不同，後者是講述福音（使徒行傳八25；羅馬書十15；加
拉太書一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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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解釋：基督在祂肉身死亡和復活之間去了陰間樂園，
向舊約義人的靈魂宣告祂己得勝，並且釋放他們。

這是一些天主教神學家的說法，只是缺乏明確的聖經根據。

根據這個說法，當耶穌的身體在仍墳墓裡的時候，祂的靈
魂去了陰間的樂園向信祂的人，就如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大衛、施洗約翰和其他舊約的信徒，宣布祂已經得勝，
把他們帶出陰間的權勢。

死前，耶穌對身邊的強盜說：「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得救者停留的福地）」（路加福音廿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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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解釋：基督向犯罪的天使宣告得勝

有人解釋說耶穌到囚禁魔鬼和墮落的天使的地獄，向它們
宣告自己得勝。保羅說基督以復活戰勝，聖經從來沒有提
及耶穌復活後去地獄或陰間宣告得勝（歌羅西書二）。況
且耶穌得勝是在復活之後；升天後，地上仍有污鬼活躍；
聖經也沒有特別提及挪亞時代的天使犯罪被囚禁。

三19中「傳道」是希臘動詞 ekhruxen 意思是「宣揚」或
「宣布」，與耶穌宣揚神的國降臨的動詞相同（馬太福音
四17）。但它與通常使用「傳福音」 euhggeliz的動詞
不同，後者是講述福音（使徒行傳八25；羅馬書十15；加
拉太書一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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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解釋：這是基督道成肉身前的佈道。

在一11，彼得曾提到在舊約的先知講述「基督的靈」，也
就是「聖靈」；基督的靈是亙古到永遠存在的。

有解讀為「上古世代不敬虔，終日所思想的都是惡，神耐
心地等候這些叛逆的人悔改。耶穌的靈（不是耶穌以肉身
出現），藉著挪亞向這些不敬虔的人傳講（過去式）。但
是他們沒有悔改，他們已經死了，被關在監裡，等候末日
大審判（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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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彼得教導的重點是神既然在一個邪惡的世界裡
給挪亞平反，祂也必定在類似情況下給基督徒平反。

其實神對那世代的忍耐不只一百廿年，挪亞的祖父瑪土撒
拉活了九百六十九歲，他是歷史上最長壽的人。瑪土撒拉
這個名字出現在主耶穌的家譜（路加福音三37），瑪土撒
拉字面意思是「當他死的時候，會有排放」，瑪土撒拉與
他的後人，聽從神的吩咐，勸告地上的人悔改回歸。猶太
傳統說神計劃在所有義人都死後會引入洪水。瑪土撒拉一
直活到方舟建成，洪水來臨之前就死了。

義人挪亞通過敬虔的生活和宣講，在一百二十年裡致力於
向同時代的人傳揚真理（彼得後書二5），但是遭受不公正
的待遇。彼得鼓勵他的讀者也應該不怕受苦，宣揚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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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 一舟載八人



重申三18-19的要義
3
2

1.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死後，肉身被埋葬在墳墓裡，但
是沒有腐爛；祂的靈去了陰間的樂園（或天堂）（馬太福
音十二40；路加福音廿三43）。

2. 至耶穌在陰間做了什麼，聖經沒有明說，我們也不
知道。但是依據整本聖經啟示，我們可以肯定祂沒有繼續
受苦；也沒有向已死的人傳道；在陰間，祂也沒有向誰宣
告得勝因為主耶穌得勝是在復活之後。

3. 三19節與基督的死，下陰間，復活無關。
「基督的靈，就是啟示舊約先知的靈（一11-12），藉著挪
亞向當代反叛神（過去式動詞）的人傳講（過去式動詞），
這些人全被洪水淹死，現在被囚在陰間，等候大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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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三20原文「藉著」是一個前置詞，可以翻譯為「穿
過、從其中出來」，新譯本是「這些靈不信從神，就是在
挪亞造方舟時，神一直耐心等待著（他們悔改）的靈。當
時進入方舟的人不多，只有八個人，他們從水裡獲救。」

三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
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
個人。

呂振中譯本也是說「進入樓船的並不多，只是八個人，由
水裡得了拯救。」

彼得不是說水救了挪亞一家八口，他是說挪亞一家「在洪
水時，從水裡進入方舟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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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說不能，
三21上 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
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三21上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
也拯救你們。洗禮能拯救人嗎？

新譯本「洗禮不是除去肉體的污穢，而是藉著耶穌基督的
復活，向神許願常存純潔的良心。」

「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豈
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
永生神麼？」（希伯來書九14）



關於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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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用挪亞一家經歷過洪水獲得拯救作為一個廣泛的比喻，
將洗禮與信仰聯繫起來。

古代的猶太人會給已皈依的外邦人施洗，接納他們。施洗
約翰施行的洗禮象徵著悔改，要求每個人以行為活出悔改
的心。明顯無論在教義或形式上，這兩個儀式都不拯救人。

聖經明確指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不是靠任何形式的行為（包括洗禮）（約翰福音一13；羅
馬書九16；以弗所書二8-9）

洗禮原文意思是「浸入」。保羅在羅馬書六給洗禮一個很
清晰的描述：洗禮象徵信徒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洗禮」不是救贖的條件，是對救贖的回應，是信仰的告白



洗禮是什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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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標誌著一個關係、境況的開始，象徵我們因著相信耶
穌基督得救，靠基督的灑血恩典，罪污被潔淨，進入一個
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的境況。

初信耶穌基督的人應該盡快受洗。初期教會的信徒肯定接
受福音信息後，一旦有機會就立即受洗，就好像遇到腓力
的埃提亞伯的太監停車在水邊受洗（使徒行傳八26-40）。
然而那個在十字架上相信耶穌的強盜，雖然沒有機會受洗，
也被耶穌接納到樂園裡（路加福音廿三39-43）。

一位最近受洗的尼泊爾青年人對洗禮做了一個表述，「受
洗並不能使我上天堂，但這是一個服從基督命令的行為。
它是我們的主耶穌吩咐我們的，它使我們在祂的死亡、埋
葬和復活中與祂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