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前书2：21-3：7
思考问题：活着作神

的子民一 新生活样式
彼得在这段经文中再

次与我们探讨作神子民新
生活样式的另外两个方
面，分别是新生活样式的
原动力和实践。从基督的
受苦和为主的缘故中顺
服，他教导了我们如何进
入这新的生活样式。

1.新生活样式的原动
力 ：基 督 的 受 苦 （2：
21-25）

a.他救人的榜样：跟随
他的脚纵行（2：21-23）

彼得告诉基督徒我们
蒙召原是为此，鼓励每个
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跟
随耶稣，效法他受苦的榜
样。基督的受苦不但引导
我们，更是我们跟从他的
原动力。基督谦卑受苦的
道路就是彰显救赎大爱的
道路。因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以赛亚预
先看见了这事，彼得也
作见证证明这事。

b. 基 督 献 身 赎 罪
（2：24）

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榜
样 ，他 更 担 当 了 我 们 的
罪。雷登说：这是他的工
作，他来不僅藉着他的榜
样使人归正，他还要藉着
他的血救赎罪人。彼得参
照以赛亚的预言，告诉我
们耶稣主动受死。受苦仆
人献上自己为赎罪祭，他
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人无
法救自己，罪的工价乃是
死，唯有耶稣基督一 神的
儿子舍弃生命，为人类付
上了如此昂贵的赎价。

c.基督拯救的宣告（2：
24-25）

基督的赎罪祭已经成
了我们的救恩。我们一度
都如羊走迷，但如今我们
已被领回。归于我们灵魂
的牧人监督了。耶稣不但
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他
也是寻找羊的大牧人，是
召聚剩馀迷失群羊的主。

蒙拯救就是与基督连合，
他在罪上死，我们也在罪
上死，他复活，我们也与他
一同复活。主耶稣是我们
的大牧人，是看守我们宝
贵灵魂的监督。

2.新生活的实践：为主
的缘故在角色的关系中顺
服（3：1-7）

a. 妻 子 顺 服 丈 夫（3：
1-6）

希腊哲学和罗马风俗
都要求家中有秩序，这是维
持一国体统的基础。彼得
呼求妻子顺服丈夫，以合乎
社会一般人公认的要求。
这种顺服的行动表现，将使
那些诬告基督徒的人自觉
羞愧。但是，彼得绝对不是
催逼基督徒妻子，依照世俗
的社会规笵过自己的生
活。基督徒妻子是为了主
的缘故顺服丈夫，她们是自
由的人，是主所拣选的人。

在 信 主 的 丈 妻 关 系
中，顺服是双向的，因为彼
此都是主的仆人，都寻求
机会能为基督的缘故服事
他人。然而在不信主丈夫

的身上，能在接受不公平
的待遇下甘心顺服则就是
更难能可贵。一方面能为
信仰作见证，一方面也因
顺服而荣耀神。

基督徒妻子顺服的对
象首先是神。一个妇女因
信靠主而有深刻且渐渐增
加的美丽，这美丽将影响
他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她
属灵的內在美将在神的眼
中被看为宝贵，比虚浮的
妝饰更能吸引人。

b.丈夫体贴妻子（3：7）
丈夫应当遵循基督徒

生活规范，和妻子的没有
不同。丈夫和妻子都蒙恩
跟随基督，要以谦卑的心
和热烈的爱情共处，又要
以神所赐饶恕的心怀，原
谅对方的顶撞。妻子蒙召
顺从丈夫，丈夫蒙召敬重
妻子，这样的敬重包括合
理地体贴妻子。

彼得提到妻子比丈夫
软弱，原文是讲妻子是比较
软弱的器皿。虽然体力不
如丈夫，但妻子要生养儿
女，照顾家庭，承受生命之

恩。彼得注重夫妻关系的
互动，彼此都是活石，在主
內被建造成灵宫（2：5）。

如果人在最亲密的关
系上不能表达敬虔的心意，
那外表的敬虔便是空洞虚
假的。婚姻並非一项传递
主恩的圣礼，而是一种神所
设立的人际关系，为要彰显
基督对教会的爱，也表达教
会对基督的爱。

问题：
1. 在 2：21-23 节有关

基督受苦和跟随耶稣的脚
踪，彼得提到基督徒蒙召
是为了什么？他的想法是
什么？你如何经历这些？

2.彼得说因基督代替
我们担罪，我们向罪就是
死的，在这里彼得如何清
楚说明？

3.彼得如何暗示基督徒
妻子要有独特的行为表
现？在实践上其意义为何？

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

通过主耶稣的救赎，你塑造
了我们新的属灵生命，使我
们能活出蒙主你所喜悦的
生活。愿圣灵在我们身上
动工，使我们与基督连合，
活出有属天动力和顺服的
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名求。阿们！ 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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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财主的故事默想财主的故事””系列系列

经文：马可福音十章
17至27节

我们对年青财主这故事
耳熟能详，却未必能如实活
出其真意，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们不认为这信息直接针对
我们而言。全职事奉的人或
许说：“还好我不像这年青的
财主那么贪钱。有钱人确实
很难进天国，但我们知道了
比金钱更光荣的事：那就是
唤醒这时代，装备当今之教
会。”有钱的信徒也许说：“幸
好我已信主了，也奉献了极
多的钱。再说，主这里说的
本来是给还没信主的财主
听，不是给像我这样已信主
多年的人听。况且，主这里
用的是夸张式的语言，最重
要的是这个要求背后的真
意；主本不是要我们真的为
祂荡产。”

以上毛病不仅是对神的
话的本质性误解（因神的全
部话语对每个信徒都有针对
性），更反映我们的罪使我们
找借口去逃避神的话语向我
们提出的要求。我们不愿跟
着耶稣走，不愿负祂的轭，哪
怕它本来是轻省的。在这段
经文的开头，马可用的代词
是“有一个人”或“某人”，这
不仅意味着财主的姓名并不
要紧，而且有可能向我们说
明，“我”就是这个“某人”。
我相信，财主的故事不只是
针对有钱人，也是针对所有
人；不只是针对要进天国的
人，也是针对那已经得救的
人。所以，让我们从第一人
的角度来体验这故事。

很多人以为财主是势利
眼或贪得无厌，这判断有失
公允。财主跑到（而非慢慢
走近）耶稣那里，其热心显然
可见；他关心永生而不图谋
再发财，其关心显然正确；而
当耶稣要他放弃一切来跟随
祂时，他非常难过，这表示他
明白耶稣的要求并非荒唐，
但自己却无能满足。此外，

耶稣也是怜悯他，向他动了
爱心，这表示这人虽然天真，
却未必很贪婪。天国离此人
仅有咫尺之远，而他最终还
不能进，这不只很悲惨，也是
对信徒的一种告诫：谁知我
们虽已在天国里，自己的心
态和言行实质上却是让我们
离天国越来越远的？

我们追求永生的
心比财主更热切吗？
财主问耶稣：我该做什么

才 可 以 承 受 永 生（可 10:
17）？在一定程度上，有些
信徒也许比财主更可悲，虽
然相信自己已进入救恩之国
度里，对永生却漠不关心；关
心的可能只是自己在属灵工
作上的成就。但事奉虽有永
恒的价值，却不是永生的本
质（即：事奉未必是永生的表
现）。根据圣经（例如，约17:
3），永生的实质主要不在其
永久性，而在其质量或内容，
即：与三一神之亲密交通，分
享父子灵之内在生命。财主
很可能不明白这一点，然而
他提的是正确的问题。耶稣
有时想使祂的听众明白，最

关键的不是今世及其需要，
而是天国。财主其实明白
了：找耶稣并不是为了发财，
也不同于寻找健康或安逸的
生活，甚至不等于寻求事奉
上的成就。许多时候，我们
忘了最根本的问题：“我为了
什么找耶稣？我为什么信靠
祂？”我们渴求获得正确的答
案；没有这答案，我们觉得自
己如同飘摇不定的尘埃。然
而，提出或明白正确的问题
实际上是获得正确的答案的
必经之路。讽刺的是：我们
信徒本已获知答案（即：耶
稣），但还需通过试炼或患难
等来学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
提问和晓得什么是正确的问
题。知道了正确的问题才能
使我们更珍惜本已知晓的答
案。在百忙中，我们需要在
神面前安静自省：“难道我们
所参与的许多事奉真的是我
们人生的目标吗？我们为了
什么信主？我们的归宿在
哪？我们人生的终点站在何
处？”信心的健康成长往往可
见于或甚至取决于我们属灵
眼力的敏锐度。

财主或许明白，永生既不
是完全不可知晓之事，又是
不可见于具体的生活（包括
宗教生活）之内。永生好像
是一种人人都晓得却无法完
全明白的东西。对财主而
言，只有这位非凡的拉比才
能给他指点迷津，揭开永生
的奥秘。然而，当耶稣向他
说“你为何叫我‘好’？除神
之外，没有一个是好的”（可
10:18），永生这问题则显得
越加玄奥了。财主也许晓
得，耶稣这句话并不表示祂
不能或没资格回答，而是说
明永生这问题的深奥或令人
难以预料的性质。耶稣可能
也暗示着，这问题的解答取
决于人认识到耶稣和天父之
间的关系（亦即神性的奥秘；
约 17:3）。我们信徒虽有揭
开永生奥秘的特殊启示在手
中，但由于过分注重自身的
表现而忘记了神和其话语，
将永生这最根本的事撇在脑
后，使我们不仅对永生缺乏
应有的追求或热心，甚至把
根本不是永生的事物误解为
我们丰盛生命的根源或本

质。热心事奉神的人以建立
教会来抗拒悖谬世代为己
任，但对这荣耀的使命难免
有种并不属灵的野心：这野
心会令这使命偶像化，使之
成为遮蔽神的庞然大物。如
此，事奉就沦为人用以自夸
的工作，弄得灵命几乎无异
于世俗的生活。故在百忙
中，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沉默
反省：“难道我们所参与的许
多事奉真的能代替永生吗？
难道我们对永生的追求逊于
我们对自己的属灵抱负的投
入吗？”

财主的错误会
否也是我们的错误？
财主问“我该做什么”，

以为获得永生是要靠自身的
功夫，但他根本不能为了耶
稣而放弃一切。我相信，假
如财主在主面前坦白承认，
“主啊！我真的无法做到你
的要求！求你怜悯我！帮助
我！”耶稣肯定会接纳他。走
投无路是寻见真路的必由之
路；神要看的是完全的屈服，
在无奈中紧紧抓住基督的衣
裳繸子。耶稣这个要求不只

是要带领财主认识到自己的
无能而愿意让神在他身上成
全那不可能做到的事，也是
让财主完全信靠并接受耶
稣。实际上，耶稣要求的是
让财主借着放弃一切而完全
信靠主，借着卖光一切而消
除那些使他不能亲近主的障
碍。由此可见，耶稣的要求
是充满恩典的，旨在让财主
在赤裸裸的无奈中完全获得
主自己。我们新教徒对这真
理了如指掌；我们是加尔文
和马丁路德的子孙后代，向
来强调人只能是借着信心而
非行为方可得救，而连这信
心本身也是神的恩赐。我们
旗帜上有“惟独信心”四个大
字，上战场也以“惟独恩典”
为口号。但一些教会领袖虽
口头上说自己是新教徒，事
奉上很可能是伯拉纠主义
者：以为没有自己亲身的参
与，事工不会奏效，教会不会
复兴。这种舍我其谁的心
态，正与伯拉纠主义这高举
人的工作而拒绝神恩典的异
端无异。我们对自己的聪明
与努力的过度信赖，传达出
明显的信息：我的永生就在
这里，我的得救和幸福是靠
赖我自己的努力和事业。如
果财主是问主“我应该怎么
做才能得永生”，那么我们比
财主还厉害—我们竟然向主
肯定“我应该这样做才能得
永生”！所以，先不要蔑视这
天真的财主。

财主另外的错误是，他似
乎以为拥有了一切之后才可
以寻求永生，没有永生就功
亏一篑，人生就不圆满。若
此为真，财主固然很看重永
生，但在他的整个生命里头，
永生并非一切。这种人到了
十字路口后才发现，他不能
为了永生而牺牲他更看重的
东西。我们也许听过这些说
法：“我可以去教会，但目前
先别受洗，等我享受一阵子
后才受洗”或“我先去做生
意，赚了钱以后做传道人也
不晚”。殊不知，对这些话感
到反感的我们许多时候也是
这样，我们对主的热爱往往
逊色于我们对事工或自己喜
爱的事物的投入。我们必须
留意：战胜罪恶和做好神的
工作的秘诀是我们对主的热
爱；如果对主没有深刻的追
求，我们就会变得十分虚弱，
缺乏属灵抵抗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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