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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段經文都環繞著「救恩」這個主題，彼得因為聖父給祂子民的新生而感謝祂，這
樣就使他產生了一個崇高的盼望，就是末世救恩。這救恩的盼望令他對耶穌基督的最
後日子充滿喜悅，即使他們現時正在受苦。這位他們所愛和信靠的耶穌基督，令他們
充滿喜悅地等候救恩最終實現的那天，那救恩正是以色列的古代先知探究和渴慕的主
題。這 10節的經文可分為永生的確據、今生的試驗、及預言的應驗三個部分。 

 

 彼得以「重生」作為描述信徒的新生命，這新生命改變了他們在神面前的地位，以
及他們在別人面前的生活方式。這「重生」是透過耶穌的復活所帶來的新創造，這新
創造中不單有新造的人，還有地上的教會。在神的救贖計劃中，這新生帶來了一連串
連鎖反應：神的憐憫為人類帶來新生，他們的新生命帶來一個「活的盼望」。這「活的
盼望」是有生命力的，不會丟失、不會幻滅的，是與耶穌基督的復活相關的。這盼望
亦是一個異象，讓他們知道神將來會為他們做甚麼。 

 

 彼得與雅各書一樣，認為信徒雖在百般試煉中，但仍可以保持喜樂的心。彼得認為
信徒即使現在正忍受試煉，但仍然可以因著末日的救恩而充滿喜樂。他們可以喜樂，
因為他們會勝過這個試煉，並會發覺在末日救恩的榮耀中有分，就是稱讚、榮耀、尊
貴。另一個信徒喜樂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他們以往雖然未曾見過
基督，卻是愛祂，現在雖然仍未見到基督，但因相信祂而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
喜樂」。這就是因著得到救恩而來的信心。 

 

 這救恩的探究從古代的先知已開始，他們追尋這救恩的具體時間及內容。不過，無
論他們是多麼的認真，他們的異象是多麼的深刻。彼得認為他們在神的計劃中只是扮
演一個預備的角色，像施洗約翰一樣，為世人和神的子民作好準備，迎接一個稍後的
時間。而對彼得而言，那個稍後的時間就是現在。這是教會時代很大的榮幸，可以享
受到神在基督裏之救恩的開始。 

 

 無論是彼得前書，抑或是雅各書，彼此都提到在苦難中要有喜樂，這苦難像一個考
驗，讓信徒的生命力顯現出來，結出忍耐或信心的果子，最後就可以得到冠冕或獎賞。
然而，在現實的觀察中，普遍信徒都實踐不到這種喜樂的心態，縱使他們知道日後有
極大的獎賞也推動不到。不單如此，信徒連起碼的堅忍也可能守不到，很快便會舉手
投降，承認自己的軟弱。輕微的就埋怨神，嚴重的就認為神不愛他們，甚至離開信仰。
因此這種在苦難中仍要有喜樂的教導，就像一個難負的軛一樣，似乎很離地。 

 

如何讓神的話可以實踐呢 ? 我相信與信徒普遍缺乏屬靈操練有關。像十個童女的
比喻一樣，對苦難沒有充足的預備，一旦苦難來到，就會不知所措，沒有應對的能力。
如果我們知道信仰的內涵必定有苦難，就能有儆醒的心，有所預備。我們要有保羅在
提後 3:12節的心態：「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將受迫害」。為主受苦是
必然的，那麼，我們就會多作屬靈的操練，如過簡樸的生活，有定時的退修，有靈修
的習慣，與主耶穌有親密的關係，這樣我們在面對苦難時，才能有一個受苦的心，才
能有為主受苦而喜樂的心。就像一個已有充足預備的考生一樣，他們不怕考試，因為
知道考試過後，他們就必定會收到一份滿意的成績表一樣，為自己的努力而滿心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