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溢樂華人浸信會: 基教課程 (2023年 7-9月) 

彼得前、後書導讀 

何崇謙牧師 (8/23/2023) 

第七課: 治理與教導：教會的事奉者（彼得前書第五章） 

 

屬主的教會，在屬靈的層面上說，是無形體和全球性的，即是說：不需要有形的結構和外

在的建築物；但她在地上所彰顯的，卻是可看見、可參與、可發展──有形體的，有建築物的教

會，由人組織而成，並不能不涉及治理和維持的問題。 

 我們都有一個共識，教會應歸基督管治，都在主的手中，又我們會認為：是基督在

管治教會，因為基督是教會的頭。但問題是，基督到底透過誰來執行管理，我們如何讓基督進行

管治，或我們如何表達基督的治會──這有不同的領受和做法。 

 不過我們常落在一困境中: 兩個價值觀的衝突和所帶來的挑戰，世界提供我們的

路，是叫我們愈走愈遠離上帝。在這樣的環境中，教會更需要足夠的屬靈指導。若果審判是先從

神的家開始（彼前 4:17）；神的家就更要建造得穩固，有好的秩序，不然就會在兩個價值觀下跌

倒。這是為什麼彼前如此緊張要寫此信給當地教會的領袖──勸勉他們要忠於所托負的。一旦逆

境臨到，領袖閃開，教會就會變得無助。 

⾧執的工作是甚麼? 

照管：甚麼是照管，傳統上有兩類──治理和教導: 

1. 治理的態度──甜而樂意，以榜樣為首 

──不要孤寒，孤寒就不會有所犧牲，為上帝的旨意，犧牲甚麼應得的尊嚴：如服侍了人而

不獲得應有的欣賞。 

──不要弄權，弄權表示錯認長老的崗位 

──不要情緒化，情緒化就不能作群體的領導，因為情緒是最易傳染的，EI是目前領導學最

著重的，Emotion Intellect──情緒智商 

*作基督受苦的見證──與基督有美好個人的經歷（5:1）; 求主給我們： 

(i) Selfless care 

(ii) Sacrificial love 

(iii) Stewardship, 不是我們賺取得到的，而是委託我們，視羣羊為受托管的產業 

 



2. 教導──謙卑服侍為首  

(i) 主權和與主連合：*特別注意世俗價值觀對此的衝擊。 

羅馬的居民視基督徒為無神論者，因為基督徒不拜他們的眾神，而在聚會時吃基督的身體

──身體是污穢的。也被指為亂倫，因為基督徒彼此說，我愛你：彼此相愛；政治上，基督

徒沒有猶太教的龐大組織力，所以得不到尊重。 

在新約聖經中，「救主耶穌」這名稱出現了廿五次，而「主耶穌」卻出現了百餘次，是一

與二十之比。神要我們接受耶穌為「救主」，更要我們接受祂為「主」。「救主」的重點在救

恩，而「主」的重點在主權。 

5:1-11 教會內⾧幼之責與抵受苦難之法 

1-4：勸勉⾧老。有關⾧老一職，參提前 3:1 註。2「在你們……群羊」：作為牧者的⾧老並

非羊群（會眾）的主人，他們只是在牧⾧（4 節）耶穌的手下受託看管神的羊。4「冠

冕」：見林前 9:25。 

5-8：勸勉一般信徒──當謙卑、彼此順服，於苦難中當倚靠神抵擋魔鬼。5「以謙卑束

腰」：很可能取材自耶穌為門徒洗腳一事（見約 13:2-17）。「神阻擋……謙卑的人」：引自

七十士譯本的箴 3:34。 

9-10「用堅固……抵擋他」：即在苦難中不受魔鬼引誘以致放棄信仰。信徒面對苦難可從兩

方面得著安慰：一、有其他主內弟兄陪伴自己受苦；二、神的兒女經過短暫的苦難後，會

蒙神賜恩、得享永遠的榮耀。 

結語 5:12-14  

12「我略……轉交你們」：較貼切的譯法是：「我藉著我認為忠心的兄弟西拉簡單地給你們

寫了這封信」（參新譯本）。 

13「巴比倫」：舊約先知筆下的巴比倫是驕傲、敗壞、抗拒神的城市（賽 13 章；耶 50-51

章），而第一世紀的猶太人及基督徒則逐漸將羅馬視為當代的巴比倫（參啟 14:8，17-18

章）。根據教會傳統，彼得和他的屬靈兒子（參提前 1:2）約翰馬可曾於羅馬傳道。 

反省．應用 

1. 彼得前書多次論及基督徒的受苦和試煉。試綜合全書在這方面的教訓，例如列出受苦的必

然性和意義、基督的榜樣、信徒應有的準備和安慰等。 

2. 本書對教會內信徒相互的關係和生活有何指示？參 1:22，3:8，4:7-11，5:1-5。由此看

來，是否在教會中有職銜的人才須（或才算）有侍奉？若你是教會的領袖，5:1-4是否你的

寫照？ 

3. 信徒作為神的子民，是要宣揚那召他們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2:9）。本書在這方面有甚

麼教訓？參 1:17，2:12，3:1-2、15-16，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