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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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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7-11，彼得告誡信徒以恩賜互相服事，現在，他提出了五
個要求或命令，肯定教會中的長幼次序，強調了教會在困難時
期各人的信心和態度，以及信徒同走天路的德行。

第一個告誡是給長老（五2-4）

第二個告誡是給年輕的信徒（五5上）

第三個告誡是眾人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五5下-6）

第四個告誡是眾人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五7）

第五個告誡是眾人要「謹守、儆醒，抵擋魔鬼」（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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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1，彼得以基督的使徒的身份對受苦中的信徒說話。雖然長
老是使徒設立，但是現在彼得放下使徒身份，以「同作長老」
的身份來告誡各長老（五1）。

「長老」不一定是年紀大的人，這個名銜不同於約翰一書第三
章的「父老」，那裡是指年長配受尊敬的人。

長老是神所設立的，他們作為民眾的屬靈領袖可以追溯到以色
列的舊約時代，神吩咐摩西設立七十位長老，並給他們權柄，
協助摩西領導神的子民（見民數記十一16-30）。

長老是神揀選任命，不是出於選舉，他們最終只向神交賬（希
伯來書十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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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時期，長老是教會中的領導，他們與使徒一起決定教義，
闡明信仰的規條（使徒行傳十五1-23）；他們在執事的協助下
牧養教會（使徒行傳廿28）；為病人禱告和抹油（雅各書五14）

在新約聖經中，長老也稱為監督。不同的教會由本地的長老帶
領。例如使徒行傳十四23，記載保羅和巴拿巴在他們傳教旅程
中建立的教會中任命了長老。

提多書和提摩太前書也記載長老的選立（提摩太前書三5-9；提
多書一5）。

長老都有好品行和名聲，不貪財，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行善且
接待遠人，堅守真實的道理，且善於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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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說長老們要警醒，「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五
2），這是呼籲，也是命令。翻譯為「牧養」的希臘動詞
poimanate，除了餵養之外，它還包括照顧、帶領（見馬太福
音二6）、引導和保護（見約翰福音十27-30；廿一15-17）。

羊和牧羊人是聖經中經常使用的名詞；「羊」是一群屬神的人，
「牧羊人」是他們的帶領者，彼得強調羊群不屬於長老們，他
們是神託付給長老的，是基督用自己的寶血買來的。

彼得可能回想起加利利湖邊那個難忘的早餐（約翰福音廿一
16）。在那裡，耶穌告訴彼得要愛來「牧養祂的羊」，現在，
彼得把這個吩咐傳給其他的教會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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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用三組消極和積極的對比，敦促長老們熱心回應神的委託。
他們也要培養作為屬靈領導者的品質；行使權力時，動機要正
確；彼得了解長老面對苦難時的恐懼，以及他們所承受的壓力，
他鼓勵他們要憑著信心承擔神賦予的使命，末後必得著冠冕。

在第一組（五2），彼得用了兩個相反詞來告誡長老：「勉強」
對比「甘心」。彼得敦促長老們不要勉強接受他們的任務，不
應該有被迫感來服事，而是甘心情願地回應神的呼召，熱切地
照顧會眾。這也是保羅說作監督（長老）的動機是出於「羨慕
善工」（提摩太前書三1）。

第二組對比談及事奉的動機。長老要像耶穌，以羊群的利益為
先。切勿自私自利，不可以權謀利（經濟、名譽、地位），而
是滿有熱忱，甚至犧牲自己（提摩太前書三8；提多書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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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組對比涉及長老行使權力的方式（五3）。彼得告訴長老
們「牧養羊群，不是靠強權」，而是以身作則，給會眾作榜樣。
被譯為「轄制」的希臘原文帶有「霸凌」的意思。

羊群是屬於神的，不是屬於長老或領袖的。長老們只是牧羊人，
好牧人不是通過高壓手段來領導，相反，好牧人是羊的僕人，
他要以溫柔、謙卑的態度來領導、教化、培育他們。好牧人不
是站在羊群後面，驅策羊群，而是在羊群前面帶路，他們保護
羊，阻擋攻擊，甚至甘願犧牲自己。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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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你們中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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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十42-45）



好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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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接著彼得以榮耀冠冕來鼓勵這群教會領袖。

耶穌基督是「大牧人」（希伯來書十三20），永遠是（而不只
是從前的）每個信徒的「靈魂的牧人監督」（二25）。

羊是主基督的羊，是神暫時放在長老手下（五3），最後，長老
們必須站在基督面前交賬（希伯來書十三17），祂也將獎勵他
們的忠心（也見哥林多前書三10-17）。

希臘文翻譯的冠冕是古羅馬，用橄欖枝葉，捆綁成的花環，頒
送給奪標的運動員和作戰得勝的士兵。翻譯為「永不衰殘（褪
色）」的希臘原文是一種傳說中不凋謝的花（蠟菊）。



蠟菊 Helichrysu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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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事實上，這些蠟菊編織成的冠冕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褪色，但神
所賜的冠冕是永不衰殘的。主耶穌再來的時候，長老們將因著
他們的忠心，得到「冠冕」，這個冠冕就是神賜的榮耀。

「冠冕」是一個比喻，而「榮耀」卻是這個比喻的實質（參看
雅各書一12 和啟示錄二10的「生命的冠冕」）。

雖然彼得對長老說話，但是我們也必須記住，冠冕將賜給所有
愛主的人。保羅也勉勵「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
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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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看你為他/她的領袖、師父（例如年輕
信徒、學生、配偶、子女、下屬等）？
你如何幫助他/她獲得屬靈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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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五5上）

第二個命令是對教會中較年輕的人發出的。

在這封信裡，彼得不斷談論「順服」這個主題，似乎「互相順
服」是教會生活的關鍵模式。信徒要服從政府的管治（二13-
14）；奴隸可以釋懷地服從他們的主人（二18）；妻子要服從
她們的丈夫（三1），而丈夫要相應地尊重妻子（三7）。

現在，他勸告年輕人「照樣、也要」，應該服從神在教會立定
的領袖（通常是較年長的）。彼得不是對比教會中年長的人和
年輕的人，而是說凡不是長老的人，也就是所有其他教會成員，
應該順服長老。

保羅也勸告信徒「加倍的敬奉管理教會的長老，和勞苦傳道教
導的人」（提摩太前書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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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
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
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五5下-6）

第三個命令是「眾人要謙卑，彼此服事」

像愛一樣，謙卑是基督徒的美德。五5節的動詞「束腰」原文
enkombwsasqe是「穿上衣服」，是穿戴或繫在自己身上的
意思；它的名詞 enkombwma是奴隸用的圍裙或工作外衣；彼

得清楚地記得，在最後的晚餐前，耶穌以身作則，脫下衣服
（外衣？），用毛巾束腰，給門徒洗腳，教導他們彼此服事。

五6節命令中的「要自卑」是被動動詞，與五5下的名詞「謙卑」
字根相同，意思是「讓神降低你的自主權，接受卑微的地位」，
主耶穌就是這樣「自己卑微」降世為人（腓立比書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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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謙卑，我們可以給它定義為「不自高自大。」就是保羅所
說「看別人比自己強。」它的相反詞：「驕傲」的希臘原文
uperhphanoij 可以翻譯是「態度傲慢，自高自大」，把自
己看作一切的中心，以自己的意願作為衡量事情的標準。

古時希羅文化認為謙卑是軟弱的表現，他們崇尚英雄，認為勝
過別人才是榮耀（今天的西方社會又何嘗不是）

蕭壽華牧師告誡信徒不要把「謙卑」當成追求的「成就」。外
表的謙卑也可以是驕傲的煙幕。魯益師說「一個人顯得謙卑，
但是他可能因此變得驕傲。因為他覺得自己比別人更謙卑。」

魯益師和許多神學家都認為「驕傲」是最嚴重的邪惡，他說
「驕傲引發其他所有的惡行，因為它敵對神、不順服神。」



切勿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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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神的國度裡意味著仰望神，而不是靠人的努力。真謙卑
是承認自己的「不足、貧乏」，全然依賴神。驕傲的人不承認
自己的貧乏，自滿，不尋求神，頑固地拒絕祂的恩典，不服祂
的旨意（詩篇一百十九21）

「謙卑」是教會中團結與和諧的關鍵，也是敬虔的領導和順從
的關鍵。謙卑是服事的前提，服事是謙卑的實踐。桑德斯 J. 
Oswald Sanders曾說，「服從是僕人式領導的基礎」，彼此順服
是教會事工推行的根本和基礎。一個「羨慕善工」的人必須首
先順服神，然後順服其他的人，包括他所領導的人。

真謙卑就是全然順「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就像耶穌祈禱「不
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廿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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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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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
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
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



謙卑的基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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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五7）

小心多讀這段經文幾遍，不難發現它是承接五6 的命令「要自
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耶穌知道憂慮是臭名昭著的信心殺手，祂囑咐說「不要為生命
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
麼？身體不勝於衣裳麼？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
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
貴重得多麼？」（馬太福音六25-26）。

驕傲的人拒絕信靠神，自己承擔事情和隨之而來的憂慮。傲慢
的反面是信任，謙卑的人信任神，他知道「神是好的，滿有權
柄，掌管一切，而且顧念他」。掃羅和大衛就是明顯的對比。



請分享你勝過焦慮和擔憂的經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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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麼實際的方法，可以
「把你所有的憂慮都交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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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
地游行，尋找可吞喫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五8-9）

在四1節彼得告訴我們以基督的「受苦心志」作為兵器來「武裝
自己」，因為信徒一方面與「自己的肉體，自己的私慾」（二
11）爭戰。也要面對來自魔鬼的攻擊，它是基督徒的真正敵人。

魔鬼也稱為撒旦（馬太福音四10），意思是「敵擋」神和祂的
子民。在基督回來完成國度之前，魔鬼仍然管轄這個世界，敵
對、騷擾、折騰信徒，尋找機會吞喫他們。

彼得把魔鬼比喻為一頭橫衝直撞的獅子，隨時準備撲上來吞噬
我們。「吞吃」這個動詞的意思是「狼吞虎嚥，把食物當作飲
料吞嚥」，是「破壞」或「吞滅」的意思。



第五個命令
2
3

撒旦是神在創造世界之前所創造「全然美麗」的天使。但是它
的完美引至它墮落：它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
慧」，這個「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極其自高自大，居心
自比神，意圖升到最高的地位，與至上者（創造萬有的神）同
等。結果它和一群跟隨它反叛神的天使，一同從天上被摔倒在
地（路加福音十18），最終「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硫磺的火湖裡」（參看以賽亞書十四12-15；以西結書廿八
12-19；啟示錄廿1-15）

雖然肉眼看不見，但是這個敵人是真實的：保羅警告「我們並
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
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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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督徒受從世上來迫害不是出於神，而是出於魔鬼。約
翰解釋「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魔鬼）手下」
（約翰一書五19）；魔鬼既然敵擋神，與基督爭戰，它和世界
也必不放過基督徒，世人的敵意是可以預期的。

彼得的警告中有兩點很突出。

第二點是，魔鬼要打垮我們的信心。迫害是它恐嚇信徒的手段，
要把信徒在受苦的威脅下屈服。魔鬼攻擊信徒的肉身，但是它
的目標是他們的靈魂，它想動搖信徒的信仰根基，扭曲他們對
神的認識，破壞他們的見證，使他們不能順從基督。

在這場屬靈爭戰中，基督徒要緊握著神的應許，倚賴祂的大能
大力來抵擋魔鬼。好好的做基督耶穌的精兵（提摩太後書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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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彼得在這封信中第三次敦促他的讀者保持清醒的頭腦（一
13；四7）。耶穌在被捕前在客西馬尼園命令門徒「總要儆醒禱
告，免得入了迷惑」（馬太福音廿六31）

在五8 彼得給我們提出對魔鬼的第一道防線：「謹守和儆醒」。

主耶穌又說「西門，西門（彼得），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
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
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加福音廿二31）

感謝神，耶穌說，祂不會失去任何一個神託付祂的人（約翰福
音六39）。祂承諾為信徒祈禱（約翰福音十七20）。



第五個命令
2
6

信徒並非手無寸鐵，既是屬靈的戰爭，保羅說就要「穿上神所
賜的全副軍裝 …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以弗所書六
13, 18）。

約翰安慰我們說在我們裡面保護我們的（聖靈）比那在外面尋
求敗壞我們的更強大（約翰一書四4）。

保羅說不但要帶著神賜的軍裝，更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
告祈求」，聖靈會使我們清醒和警惕，識破偽裝「光明天使」
的撒旦」的「詭計、欺騙、異端」（以弗所書四14）

雅各說「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
跑了」（雅各書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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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防線是我們對神的信心。我們必須用堅固的信心抵擋撒
旦。彼得說先例可援，「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
的苦難。」（五9）。

「信心」pistei 這個字包含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對神的

信靠順服，就是不看自己和環境，單一仰望主，仰望祂的信實，
不是靠自己抵擋撒旦，而是奉主耶穌的名抵擋它。

困擾我們的軟弱不是缺乏行動或努力，而是缺乏真正的信心和
信仰，這雙重的意義–信靠神，順從祂的命令和應許，至為重要

第二個意思是「信仰」或「真理」。保羅提出的兵器包括神的
道，了解和應用真理成為我們的寶劍。神的話語是活潑的，有
功效的。能判斷思念和主意是否正確（希伯來書四12）。



屬靈爭戰的兵器
2
8



第五個命令
2
9

雖然遇上試探不是罪，但是落在試探中就會犯罪。所以，第三
道防線，就是我們遇見誘惑時，第一時間逃走。聖經多處提醒
我們不要涉足魔鬼的陷阱；不要試圖分析它，或用自己的力量
和智慧來抵抗。「不要給魔鬼留地步」（以弗所書四27）。

當我們逃離誘惑時，我們要逃到哪裡？我們不能從一個試探或
攻擊逃到另一個。保羅的提醒是「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
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提摩太後
書二22）。就是以禱告逃到神的蔭庇那裡。

「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
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哥林
多前書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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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道防線牽涉到信徒之間互相扶持。彼得說「你們在世上的
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五9）所以信徒以自身經歷，
互相鼓勵，一同抵擋魔鬼。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
不容易折斷。」（傳道書四12）

許多時候，我們需要與其他基督徒並肩作戰，以關懷、祈禱互
相支持。保羅教導說「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
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誘。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
基督的律法。」（加拉太書六1-2）。

主耶穌要求彼得，「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加
福音廿二31）



困苦中的「等候」是不是無
奈呢？

這個「等候」有甚麼實質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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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也肯定的告訴信徒，「那召你們的神是信實的，是賜平安
的神，祂必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帖撒羅尼迦書五23-24）

保羅說「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
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
耀。」（哥林多後書四16-17）。大衛憑他的經歷也說「一宿雖
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篇三十5）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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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彼得用「親自」和「必要」加重肯定的意思

苦難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在日常生活的困苦和壓力中，我們可
能像大衛呼喊「主啊，我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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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堅固」原文的意思是「確認」、「肯定」、「支持」。
神要建立我們，使我們在祂的國度裡的地位堅定和穩固。

苦難是真實的，會威脅基督徒對神的信心。彼得用四個未來時
態的動詞告訴信徒，苦難是「短暫」的，神會結束它們，並親
自保守信徒。（和合本只列出三個，沒有翻譯最後一個；以下
是按NIV和呂振中譯本列出）。

第一，「成全」原文的意思是「整理」、「補足」、「使之完
善」。在暫時的苦難之後，神的恩典必完成和完善我們。

第三，「賜力量」這個希臘動詞意思是神將給我們「加力」，
使我們「堅強」，抵受得住撒旦這頭獅子的咆哮。

最後，神使我們「根基穩固」，站在基督堅固磐石上。



耶和華是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
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詩篇十八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