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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彼得后书一章 1～21 节 

认识耶稣、努力成长 

 

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之后，要怎样生活呢？有些人就继续过以前的生活，就好像

没有认识主一样；有些人则等着上天堂，好好地上教堂，遵守一些基督徒应该做的宗

教活动；有些人就追求一些神秘的属灵经验，追求更多蒙上帝的赐福；有些人则面对

不同的教导，不晓得谁对谁错，于是就选择自己认为对的方式生活。在不同的生活选

择中，不晓得你是选择哪一种基督徒生活模式呢？ 

彼得对基督徒生活模式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基督徒生活模式是要追求认识主

和生命的成长。彼得是如何论述他的观点呢？ 

 

一、认识耶稣的保证：得着生命成长（一 1～4） 

在假教师兴起和错误教导的情况下，彼得先述说生命的根本。这个生命的根本就

是生命被主耶稣基督改变，从旧的生命转换为新的生命。 

 

1.1 新身份与新生命样式（一 1） 

彼得后书一章 1 节说：「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 

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Σίμων Πέτρος δοῦλος καὶ 

ἀπόστολος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τοῖς ἰσότιμον ἡμῖν λαχοῦσιν πίστινἐν δικαιοσύνῃ τοῦ θεοῦ ἡμῶν κ

αὶ σωτῆρος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彼得称呼自己为「西门•彼得」。这个名字是从旧生命到

新生命的转换，也是身份的转换。这个身份的转换就是从旧有的渔夫身份转换为新的

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仆人是被耶稣拥有，听耶稣基督的吩咐；使徒则

是被耶稣差派，有权柄传讲耶稣的教导。彼得身份的的转换是因「我们的 神和救主

耶稣基督之义」（ ἐν δικαιοσύνῃτοῦ θεοῦἡμῶνκαὶ σωτῆρος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成就的。

「义」（δικαιοσύνῃ）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这里的「义」可解释为「拯

救」。这表示，彼得身份的改变是因耶稣基督所成就之拯救作为造成的。耶稣基督的

拯救作为临到渔夫身份的西门，使西门转换身份，也改变他的生命，变成仆人和使徒

身份的彼得。彼得生命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彼得从

过去的冲动到否认耶稣，并回转，被耶稣赦免，再到被委以牧养群羊的使命。这一路

走来，彼得经过好几年的磨炼，结果他生命的内涵就与他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和

使徒）相称。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拥有了「基督徒」这个新的身份，但我

们生命的内涵也需要不断的成长，以致与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相称，亦即活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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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式，因为「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人自然需要活出耶稣基督生

命的样式。 

彼得拥有新的身份和生命，那读者是否也拥有新的身份和生命呢？彼得称呼读者

为「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τοῖς ἰσότιμον ἡμῖν λαχοῦσιν πίστιν）。「我们」

（ἡμῖν）是指彼得这个相信耶稣的群体，是已经经历生命的改变、拥有新身份的一群

人。读者是「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τοῖς ἰσότιμον λαχοῦσιν πίστιν）。这句话中的

「信心」（πίστιν）是指信仰或是保证。彼得得到新的身份和生命的改变，读者也一样

会因耶稣基督的拯救而经历同样的改变，也就是经历身份和生命的改变。这是耶稣基

督可以给读者的保证，也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保证。 

为什么彼得在开始的时候要述说有关身份和生命转换的保证呢？彼得一方面是要

陈明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有属灵的权柄传达耶稣基督的教导，让读者可以跟随，

并拒绝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另一方面，彼得也肯定读者的身份和生命，让读者知道自

己是蒙耶稣基督拯救的，也一同经历身份和生命的转换。这是耶稣基督保证的事。那

拥有新身份和新生命的我们，要如何让新的生命成长以致与新的身份相称呢？更重要

的一点是，如何不让已经拥有新身份和新生命的我们调头回到过去的身份和生活呢？

就如彼得在之后的二章 22 节所说的：「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牠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式。」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1 节可翻译为：「西门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写信

给那些因着源自我们的  神和救主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得着与我们同样保证的人。」 

 

1.2 认识主得恩惠与平安（一 2） 

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成长以致不再去吃回头草并与新的身份相称呢？彼得后书一章

2 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 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

（ χάρις ὑμῖν καὶ εἰρήνη πληθυνθείηἐν ἐπιγνώσει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Ἰησοῦ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ἡμῶν. ） 新

生命的成长需要上帝所赐的「恩惠」（χάρις），也需要与上帝有「平安」（εἰρήνη）

的关系。「恩惠」（χάρις）是指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这个恩典就如我们生活中所需

要的各项资源，加力量给我们去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情况。这就如保罗身上的刺，上帝

赐下足够的恩典，让保罗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可以承受和面对。「平安」（εἰρήνη）

则指与上帝有和好的关系。关系的和好是非常重要的，它带来人内心的平静安稳。与

神与人有和好的关系，内心就平静安稳。可是，我们要如何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

平安呢？就是借着「认识 神和我们主耶稣」（ἐν ἐπιγνώσει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Ἰησοῦ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ἡμῶν）。这句话陈明我们的主是上帝和耶稣。我们新的身份和新的生命都与这

位主有关。既是如此，我们就要认识我们生命的主。若我们认识这位主，那我们就有

从上帝和耶稣而来的恩惠和平安。这表示，认识这位主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影响我

们生命的成长。这其实也是彼得在书信结束时所强调的重点。彼得后书三章 18 节说：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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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如何认识这位主呢？认识这位主是什么意思呢？认识主不单是知识上对这位

主的认识，也是关系上不断地认识这位对象。无论是这位主的属性、生命、作为，我

们都需要去认识。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是透过客观知识的教导，另一方面也是透过主观

经历这个关系的实在。所以，认识主是我们属灵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以致我们的

生命可以茁壮成长。 

因此，彼得后书一章 2 节可翻译为：「愿恩惠和平安借着认识  神和耶稣就是我

们的主而丰丰富富地赐给你们。」 

 

1.3 赐予新生命成长资源（一 3） 

既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借着认识主而领受恩惠和平安，经历生命的成长，那为何

我们可以借着认识主领受恩惠和平安呢？彼得后书一章 3 节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

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

（Ὡς πάντα ἡμῖν τῆς θείας δυνάμεως αὐτοῦ τὰ πρὸς ζωὴν καὶ εὐσέβειαν δεδωρημένηςδιὰ τῆς

 ἐπιγνώσεως τοῦ καλέσαντος ἡμᾶςδιὰ δόξης καὶ ἀρετῆς）彼得指出我们生命可以借着认识

主领受恩惠和平安、经历生命成长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神能或大能（δυνάμεως）成就

的。这个大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πάνταἡμῖντὰ πρὸς ζωὴν 

καὶ εὐσέβειαν δεδωρημένης）。什么是「生命和虔敬的事」（ζωὴν καὶ εὐσέβειαν）呢？

「生命」（ζωὴν）就是上帝所赐的新生命，是一个蒙拯救、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生命；

「虔敬」（εὐσέβειαν）是对上帝的敬虔，从而活出基督的样式。「生命和虔敬」就是

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是一个有新生命的表现人，也是一个对上帝

敬虔的人。人要成为一个生命成熟之人所需的各样资源，上帝的大能已经赐下。为何

上帝要赐下各样资源（恩惠、平安）给我们呢？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召我们的主」（διὰ τῆς ἐπιγνώσεως τοῦ καλέσαντος ἡμᾶςδιὰ δόξης καὶ ἀρετῆς）。主耶稣

透过自己的荣耀，也就是复活所得的荣耀，并美德（自己的顺服和无罪）来呼召我们

来认识祂。我们愿意相信和认识耶稣的人，就蒙上帝大能的赐予，能在耶稣基督里成

为一个有新生命和对上帝敬虔的成熟之人。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3 节可翻译为：「因为祂神圣的能力已经把一切关于生命和

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透过认识那位借着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 

 

1.4 领受应许与上帝性情有份（一 4） 

拥有新生命和对上帝敬虔的目的是什么呢？彼得后书一章 4 节说：「因此，他已

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 神的

性情有分。」（δι᾽ ὧν τὰ τίμια καὶ μέγισταἡμῖν ἐπαγγέλματα δεδώρηται, ἵνα διὰ τούτων 

γένησθε θείας κοινωνοὶ φύσεως ἀποφυγόντες τῆςἐν τῷ κόσμῳἐν ἐπιθυμίᾳ φθορᾶς.）借着耶

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上帝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τὰ τίμια καὶ 

μέγισταἡμῖν ἐπαγγέλματα）。这个「应许」（ἐπαγγέλματα）就是上文所说的恩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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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命与敬虔。上帝把这「应许」赐给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与 神的性情有分」

（θείας κοινωνοὶ φύσεως）。「与 神的性情有分」就是我们成为神圣本性的分享者，

亦即我们的生命像上帝或是像耶稣基督。上帝神圣的本性是圣洁的，因此我们成为神

圣本性的分享者也需要追求圣洁，恨恶罪恶。这是我们追求更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目的。

追求更认识主耶稣基督和圣洁的结果就使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ἀποφυγόντες τῆςἐν τῷ κόσμῳἐν ἐπιθυμίᾳ φθορᾶς）。世上为何有败坏？因为情欲或私

欲的缘故。「与 神的性情有分」就能胜过情欲或私欲的诱惑，从而脱离世上的败坏。

也就是说，一个人从情欲或私欲主导的生命，改变而成为上帝主导的生命。所以，这

节经文不是要我们先去对付情欲或私欲，而是要我们先因认识耶稣而与上帝的性情有

份，从而愿意追求圣洁，结果是脱离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这表示一位真认识主耶

稣基督的基督徒，应该会因为认识主而愿意追求圣洁，结果就愿意对付私欲，从而脱

离败坏。所以，基督徒行为的改变不是因为要符合基督徒的身份而改变，而是因为先

认识了耶稣而愿意改变。 

另外，认识主是使人脱离世界的败坏，而不是使人脱离世界。所以，基督徒仍然

要在这世上发挥光和盐的作用，改变这个世界，参与在上帝的新创造之中，而不是等

着上天堂，然后，什么都不做。 

所以，彼得要让读者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认识主的人，就

有耶稣的保证，可以经历生命的重生，追求生命的成长，活出基督的样式。彼得后书

一章 4 节可翻译为：「借着荣耀和美德，祂把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特意赐给了我们，为

要你们借着应许成为神圣本性的分享者，结果就脱离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 

 

二、认识耶稣的方法：生命努力成长（一 5～9） 

谈过了改变而追求圣洁的基础是先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彼得就陈明当有怎样的

改变。换句话说，基督徒要如何追求圣洁或是生命的成长呢？ 

 

2.1 领受应许努力成长（一 5～7） 

彼得后书一章 5 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

德 行 ； 有 了 德 行 ， 又 要 加 上 知 识 ； 」 （ καὶ αὐτὸ τοῦτο δὲ σπουδὴν πᾶσαν 

παρεισενέγκαντες ἐπιχορηγήσατε ἐν τῇ πίστει ὑμῶν τὴν ἀρετήν, ἐν δὲ τῇ ἀρετῇ τὴν γνῶσιν,）

「正因这缘故」（καὶ αὐτὸ τοῦτο）是说明基督徒正因为领受了上帝的应许和祝福，认

识主耶稣基督，从而脱离败坏，那就要追求圣洁或是生命的成长。那基督徒要如何追

求圣洁或生命的成长呢？彼得就说：「你们要分外地殷勤」（ σπουδὴν πᾶσαν 

παρεισενέγκαντες）。「分外地殷勤」是指要尽上每一份努力。原来追求圣洁或是生命

的成长是需要尽上每一份努力的，不是自然就有的，也不是自动生成的。这表示，我

们信主之后，就不是只等着上天堂，也不是只上教堂，而是要努力追求生命的成长、

改变和圣洁。救恩是无法努力的，但圣洁或是生命的成长是需要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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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信心」（πίστει）。「信心」是信靠耶稣基督，

也是对耶稣基督的忠心和委身。「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ἐπιχορηγήσατε ἐν τῇ 

πίστει ὑμῶν τὴν ἀρετήν）中的「加上」（ἐπιχορηγήσατε）是指支持，也就是说在信心的

基础上，信心或是忠心支持德行。德行是指美德的行为。这就如雅各书所说的信心有

行为表达出来。而美德行为的表达是需要努力的。这样的努力也使一个基督徒的信心

或忠心不断被看见和操练。而基督徒为何想要追求美德行为呢？因为认识主，对主忠

心。 

基督徒不单要有信心（πίστει）和美德行为（ἀρετήν），也要有知识（γνῶσιν）。

知识让我们不无知。这个知识包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

知道上帝的旨意，熟悉上帝的话语，知道如何敬拜上帝，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知道如

何管理自己的生命、家庭、工作和其他被造之物，还有其他有关上帝创造奇妙的知识

等。这些知识都需要是正确的知识，以致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

错误的知识让人走上歧途，我们要小心。没有知识的信心，无法分辨美德的行为或是

非对错，也无法知道上帝的心意，或无法辨别异端邪说。这对信仰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基督徒当在信心的基础上追求正确的知识。 

除了追求正确的知识，基督徒也要追求节制、忍耐和虔敬。彼得后书一章 6 节说：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 ἐν δὲ τῇ γνώσειτὴν ἐγκράτειαν,ἐν δὲ τῇἐγκρατείᾳτὴν ὑπομονήν,ἐν δὲ τῇὑπομονῇτὴν εὐσέβ

ειαν,）正确的知识（γνώσει）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节制（ἐγκράτειαν）的重要性。既然情

欲是败坏的主因，那我们就需要正确的知识来指挥意志去进行节制的行动，控制情欲，

以致我们可以作出符合上帝心意之正确且合理的选择。所以，节制是控制情欲的需求，

不让自己跟着情欲走，也不让自己跟着感觉走，或是跟着习惯走，而是愿意顺服上帝

的旨意，作出正确且合理的选择。这样的节制行动其实就是随从圣灵的带领，不随从

肉体的情欲行。 

当基督徒愿意节制情欲时，就能比较容易抵御外在环境的试探、引诱或攻击，并

忍耐（ὑπομονήν）到底。忍耐（ὑπομονήν）就是坚持到底，盼望应许的实现。在忍耐

中，基督徒要明白各样的事皆有上帝的旨意，从而产生对上帝的虔敬（εὐσέβειαν）。

要不然，基督徒可能会埋怨上帝，埋怨上帝为何要让他∕她经历不好的事。所以，我

们的忍耐支持我们的虔敬。虔敬是敬畏上帝，对上帝敬虔，以上帝为生命的中心。既

是敬畏上帝，那就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从而忍耐面对生活中各样的处境，并活出上帝

的旨意。 

不单如此，彼得后书一章 7 节还说：「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

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ἐν δὲ τῇ εὐσεβείᾳτὴν φιλαδελφίαν, ἐν δὲ τῇ 

φιλαδελφίᾳτὴν ἀγάπην.）虔敬（εὐσέβειαν）敬畏上帝的人就会爱弟兄（φιλαδελφίαν），

也就是群体内的人，因为上帝是爱，上帝的大诫命要我们爱神爱人。并且，这个爱弟

兄的心也会扩大到「爱众人的心」（ ἀγάπην），也就是爱群体之外的人，或是表达上

帝神圣的爱，愿意去爱不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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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述说基督徒当追求圣洁或是生命的成长的要素有八项：信心、德行、知识、

节制、忍耐、虔敬、爱弟兄、爱众人。这八项要素以信心开始，以爱心结束。不单如

此，这些要素也是从个人的层面到面对外界和其他的人，或是简化为品格、行动和知

识这三个层面。彼得要基督徒追求这八项要素，使生命成长的目的，是要基督徒与上

帝的性情有份，以脱离情欲所带来的败坏，并使基督徒在追求的过程中更认识主。 

换句话说，基督徒所当追求的这八项要素其实是整个生命的改造。信心是信靠耶

稣，这是生命中心的转换，不再以世界、情欲或是世上其他的东西为生命的中心。德

行是行为的改变。这个行为的改变是以耶稣基督为样式，而不是以世界看法为依归。

生命的改造也需要知识，认识主，也认识以耶稣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以及上帝所造美好的一切知识。错误的认知会造就错误的行为样式，所以，正确知识

的素养就非常重要。节制和忍耐则是品格的塑造，在各样环境中能妥善处理自己的情

欲、情绪和行为，以致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不单是我们生命内在和外在的改造，这个

生命也需要去敬畏上帝，并爱自己以外的人、事、物，而不只是独善其身而已。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5～7 节可翻译为：「而且同样的理由，你们也必须借着尽

上每一份努力、透过你们的信心支持美德；借着美德支持知识；借着知识支持节制；

借着节制支持忍耐；借着忍耐支持敬虔；借着敬虔支持弟兄的爱；借着弟兄的爱支持

神圣的爱。」 

 

2.2 生命成长就更认识耶稣（一 8） 

彼得为何要基督徒追求那八项要素呢？彼得后书一章 8 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

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ταῦτα γὰρ ὑμῖν ὑπάρχοντα καὶ πλεονάζοντα οὐκ ἀργοὺς οὐδὲ ἀκάρπους καθίστησιν εἰς τὴν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ἐπίγνωσιν·）基督徒若愿意尽一切努力成长，追求那八

项要素，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结果子就是在这八项要素上不断地成长，其结果

是使基督徒更认识主耶稣基督。这表示品格、行动和知识的追求能使基督徒更认识主。

这似乎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彼得后书一章 3～4 节说我们因为认识主而领受了关乎生命

和虔敬的事，并愿意追求圣洁，对付私欲，脱离败坏，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

一章 8 节则说我们因追求圣洁和生命的成长，以致我们更认识主。所以，认识主带来

敬虔和圣洁，敬虔和圣洁也带来认识主。换句话说，认识主，借着品格、行动和知识

表现出来；反过来说，借着品格、行动和知识也让人更认识主。这是基督徒当追求的

生命：认识主。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8 节可翻译为：「因为若你们继续有这些特质并继续增长，

就不会闲懒也不会不结果子，以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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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命不成长就是忘记主（一 9） 

若基督徒不愿意去追求更认识主呢？彼得后书一章 9 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ᾧ γὰρ μὴ πάρεστιν 

ταῦτα, τυφλός ἐστιν μυωπάζων, λήθην λαβὼν τοῦ καθαρισμοῦ τῶν πάλαι αὐτοῦ ἁμαρτιῶν.）

彼得说「人若没有这几样」（ᾧ γὰρ μὴ πάρεστιν ταῦτα），也就是若基督徒不愿意去追

求生命的成长，去追求圣洁，去追求品格、行动和知识，那「就是眼瞎」（τυφλός）

的。为何彼得说不愿意追求生命成长的基督徒是瞎眼的呢？因为他们「只看见近处的」

（μυωπάζων）。为何瞎眼的人还可以看见近处？原来「只看见近处的」（μυωπάζων）

是指闭上眼睛。所以，为何他们是瞎眼的？因为他们闭上眼睛，这表示他们其实是没

有瞎眼的，只是他们不愿意看见而已。既然他们是自己闭上眼睛，那就表示他们是自

愿的，自愿不去看见追求生命成长的需要，自愿不去看见追求品格、行动和知识的需

要。其结果是「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λήθην λαβὼν τοῦ καθαρισμοῦ τῶν 

πάλαι αὐτοῦ ἁμαρτιῶν）。也就是他们选择忘记他们过去的罪已经被洁净了。这表示他

们或许回头继续去犯罪（彼后二 20～22），看不见身份的改变而需要追求圣洁的需要。

若是如此，他们其实是选择忘记拯救他们、赦免他们罪恶的主耶稣基督，结果就远离

真道。所以，认识主，带来追求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带来认识主。可是，认识主

却不愿追求生命的成长，其实那是表示他∕她不认识主。那基督徒要如何选择呢？要

追求生命的成长，还是要继续过犯罪的生活？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9 节可翻译为：「当然，对那没有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来说，

他是瞎眼的，因为他持续闭上眼睛，结果就选择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被洁净了。」 

 

三、认识耶稣的结果：进入基督的国（一 10～11） 

为了不继续装瞎和要竭力追求成长，彼得呼吁基督徒竭力做这些事以坚定自己的

呼召和拣选。 

彼得后书一章 10～11 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

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

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διὸ μᾶλλον, ἀδελφοί, σπουδάσατε βεβαίαν ὑμῶν τὴν 

κλῆσιν καὶ ἐκλογὴν ποιεῖσθαι· ταῦτα γὰρ ποιοῦντες οὐ μὴ πταίσητέ ποτε. οὕτως γὰρ πλουσίως ἐπιχορηγηθήσεται 

ὑμῖν ἡ εἴσοδοςεἰς τὴν αἰώνιον βασιλείαν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ἡμῶν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彼得劝基督徒要

选择打开眼睛，「应当更加殷勤」（μᾶλλον σπουδάσατε），竭力追求成长，不要继续过

犯罪的生活，使基督徒「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βεβαίαν τὴν κλῆσιν καὶ ἐκλογὴν）。

「恩召和拣选」（κλῆσιν καὶ ἐκλογὴν）就是救恩，「坚定不移」（βεβαίαν）是指有效的。

若基督徒追求圣洁和生命的成长，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那自然就表示救恩在那人身

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那人是认识主的。为何救恩在那人身上是有效的呢？因为他∕

她「就永不失脚」（οὐ μὴ πταίσητέ ποτε），也就是不会跌倒。若基督徒不被迷惑、不继

续犯罪、不停在过去，而是继续追求认识主，追去圣洁和生命成长，就不会跌倒。不

跌倒，那上帝的救恩就继续有效。跌倒了，不愿再认识主，救恩自然就无效了。因此，

基督徒当继续竭力追求圣洁，使救恩继续有效，结果是他∕她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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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基督永远的国度是基督永远作王。基督徒在基督的国度就被

基督统治，并在当中活出正直圣洁的生活。这表示追求灵命成长和成熟不是可有可无

的选择，而是必须持续不断竭力追求的。 

所以，认识主和生命的成长都需要努力的，结果是确保自己不跌倒，也确认自己

能进入上帝的国。那这是否表示进入上帝的国需要靠行为？不是，人的行为是见证上

帝的「恩召和拣选」，当然，人的行为也可否定上帝的「恩召和拣选」。所以，恩典

和行为是并行的，因为行为是救恩的展现。当基督徒认识主，就愿意实践圣洁行为；

实践圣洁行为，就更认识主。其实，实践圣洁行为是实习过基督国度的生活，因为新

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三 13）。换句话说，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是在为末日做预

备，所以，基督徒要改变现在的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 

为何彼得要读者追求认识主和生命的成长呢？因为彼得要指出一个认识主的基督

徒其生命是会追求圣洁的。不像那些假教师，不但否定耶稣（彼后二 1），还活出败

坏的生命（彼后二 10～16）。所以，彼得要持续提醒读者，必须追求认识主和生命的

成长，以致他们能顺利进入基督的国。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10～11 节可翻译为：「为这缘故，弟兄们，你们必须要更

竭力持续使你们的呼召和拣选是有效的，因为若你们持续做这些事，就绝对不会跌倒。

这样竭力坚守的话，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国度的入口将丰富地赐予你

们。」 

 

四、认识耶稣的持续：提醒继续努力（一 12～15） 

基督徒追求圣洁和生命的成长不是一时的努力，认识主也不是一时的认识，而是

需要持续不断的追求，持续不断且正确地认识主。 

彼得后书一章12节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Διὸ μελλήσω ἀεὶ ὑμᾶς ὑπομιμνῄσκειν περὶ τούτων 

καίπερ εἰδότας καὶ ἐστηριγμένους ἐν τῇ παρούσῃ ἀληθείᾳ.）或许，读者对假教师的教导感

到困惑，心中产生疑问，但还没有跨出败坏的第一步，因为彼得说读者在既有的真道

上是坚固的。既然在真道上是坚固的，那就要持续持守真道。所以，彼得就提醒读者，

不要被假教师的教导影响，而是要继续追求认识主和生命的成长，过圣洁的生活，以

除去疑惑，并顺利进入上帝的国。这表示坚固的人也需要小心，不要被假教师欺骗，

也不要被不符合圣经教导的神学思想诱惑，以致错误认识主，行出不合上帝心意的行

为。彼得苦口婆心地提醒，为何他要这样做呢？ 

彼得后书一章 13～14 节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提醒你们，激

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

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事。」（δίκαιον δὲ ἡγοῦμαι, ἐφ᾽ 

ὅσον εἰμὶ ἐν τούτῳ τῷ σκηνώματι, διεγείρειν ὑμᾶς ἐν ὑπομνήσει, εἰδὼς ὅτι ταχινή ἐστιν ἡ 

ἀπόθεσις τοῦ σκηνώματός μου καθὼς καὶ ὁ κύριος ἡμῶν Ἰησοῦς Χριστὸς ἐδήλωσέν μοι,）彼

得认为自己苦口婆心的提醒行动是正确的，所以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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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提醒你们」（δίκαιον δὲ ἡγοῦμαι, ἐφ᾽ ὅσον εἰμὶ ἐν τούτῳ τῷ σκηνώματι）。「帐棚」

（σκηνώματι）是指游牧民族所使用的暂时居所。当他们离开一个地方时，就把帐棚拆

掉。彼得使用「帐棚」的意思是指自己的身体，寄居在这世上，是暂时的居所。「脱

离帐棚」是指离开身体，也就是死亡，离开世界这暂时的居所。彼得认识到自己在世

的日子不多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καθὼς καὶ ὁ κύριος ἡμῶν Ἰησοῦς 

Χριστὸς ἐδήλωσέν μοι）他的（主如何指示他，这里就没有清楚说明），于是，他就提

醒读者这重要的事，有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持续激发他们竭力追求认识主

和生命的成长，确保读者可以进入基督的国。 

彼得不单要在有生之年提醒读者要竭力追求认识主和生命的成长，他也要在过世

之后让他们想起他所提醒之事。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15 节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事。」（σπουδάσω δὲ καὶ ἑκάστοτε ἔχειν ὑμᾶς μετὰ 

τὴν ἐμὴν ἔξοδον τὴν τούτων μνήμην ποιεῖσθαι.）彼得要读者在他去世之后时常纪念或是

想起这些事，也就是想起竭力追求认识主和生命成长的事，以确保他们能进入基督的

国。可见，彼得是多么爱这些读者，以牧者的心肠去关怀他们的救恩。彼得是如何面

对死亡的？彼得是尽心竭力做应该做的事，不为自己着想，而为信徒着想，激发他们

持守真理，不负主的所托，好好牧养小羊，并且知道主耶稣已为他的将来做好预备。 

从这里我们看到读者面对假教师和错误教导的威胁，彼得处理的方式是要读者追

求认识主和追求生命的成长。基督徒认识主了，生命成长了，就能分辨是非对错，也

能拒绝假教师的诱惑。在提醒和劝导的过程中，彼得显示出其牧者的心肠，关爱主耶

稣所爱的羊，盼望羊群能听大牧者的声音，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行。这是彼得处理

假教师和错误教导的方式。今天的基督徒也当竭力追求认识主和生命的成长，不单清

楚自己所信的对象是谁，也能使自己分辨是非对错，拒绝错误的教导，活出耶稣基督

的样式。彼得的生命是以耶稣为主，顾念耶稣所顾念的，那基督徒的生命当顾念些什

么呢？ 

另外，彼得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可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一般我们处理问题的方

式是找出问题的根源，然后对症下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处理外在的因素，

很少处理生命的内在因素。例如，夫妻关系发生问题，我们处理的方式一般是处理彼

此的沟通方式、彼此的期望、生活习惯等。比较少触及生命、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

改变。或是，孩子课业不好，一般是找补习老师来帮助，比较少是从生命层面愿意学

习的心来激励。或是，贫穷的处理，一般是提供物质的帮助、工作的机会等，比较少

是从生命的改变做起。耶稣来，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从制度、习惯、物质等方面着

手，而是从认识祂和生命的更新着手。认识主，生命改变了，外在的制度、习惯、物

质等问题，都会改变。或许这是我们面对问题时可以学习的方向之一。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12～15 节可翻译为：「为这缘故，我必须常常持续提醒你

们有关这些事，虽然你们已经知道并且已在既有的真理中被坚固。并且，只要我还在

这帐篷里，我认为借着提醒为要持续激发你们是正确的，因为知道，拆除我的帐篷即

将发生，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清楚解释的。因此，我也将继续竭力使你们在我

的离世之后，继续能够时常持续回想起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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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认识耶稣的再来：持守可靠预言（一 16～21） 

彼得在强调认识主和追求生命成长这重要根基之后，他就开始处理假教师的错误

教导。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是，假教师说：基督再来是捏造的。彼得如何处理这个问

题呢？彼得从两方面来处理这个问题：自己的见证（一 16～18）和先知的预言（一

19～21）。先知的预言其实也是彼得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假教师说：预言不可靠。 

 

5.1 基督再来不是捏造的（一 16～18） 

彼得后书一章 16 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

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οὐ γὰρ 

σεσοφισμένοις μύθοις ἐξακολουθήσαντες ἐγνωρίσαμεν ὑμῖν τὴν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δύναμιν καὶ παρουσίαν ἀλλ᾽ ἐπόπται γενηθέντες τῆς ἐκείνου μεγαλειότητος.）为何

彼得要竭力教导？因为基督的大能和祂再临的事是确实可靠的，「不是随从乖巧捏造

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οὐ σεσοφισμένοις μύθοις ἐξακολουθήσαντες ἀλλ᾽ 

ἐπόπται γενηθέντες τῆς ἐκείνου μεγαλειότητος）。也就是说基督再来这件事不是使徒们自

己捏造的，也不是一种传说，而是使徒们自己亲眼见过基督的威荣的。假教师质疑基

督再来的可信度，因为使徒们教导基督就快再来，但离开基督升天已经三十多年了，

依然不见基督再临。所以，对基督再来的质疑油然而生，使假教师利用这样的机会，

不单质疑基督再来的教导，也质疑使徒们教导的可信度。所以，彼得在这里就重申基

督再来的确定性，并说自己是基督威荣的见证人。那彼得如何证明自己的见证是真的

呢？ 

彼得后书一章 17～18 节说：「他从父 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

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

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λαβὼν γὰρ παρὰ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τιμὴν καὶ δόξαν φωνῆς 

ἐνεχθείσης αὐτῷ τοιᾶσδε ὑπὸ τῆς μεγαλοπρεποῦς δόξης, Ὁ υἱός μου ὁ ἀγαπητός μου οὗτός 

ἐστιν εἰς ὃν ἐγὼ εὐδόκησα, καὶ ταύτην τὴν φωνὴν ἡμεῖς ἠκούσαμεν ἐξ οὐρανοῦ ἐνεχθεῖσαν 

σὺν αὐτῷ ὄντες ἐν τῷ ἁγίῳ ὄρει.）这段经文是耶稣登山变像的描述。彼得就用耶稣的登

山变像这历史事实来证明他的见证是真的。「极大荣光」（ὑπὸ τῆς μεγαλοπρεποῦς 

δόξης）是指崇高的荣耀，是上帝极大荣光的显现，就如旧约出埃及会幕被造成而上帝

降临在会幕当中的威荣一样。天父上帝就在威荣中尊荣耶稣，对耶稣说：「这是我的

爱子，我所喜悦的。」（Ὁ υἱός μου ὁ ἀγαπητός μου οὗτός ἐστιν εἰς ὃν ἐγὼ εὐδόκησα）彼

得、约翰和雅各都听见天父的声音，见证耶稣得着尊贵和荣耀，预先看见耶稣基督再

来的统治荣耀。为何彼得要提耶稣的登山变像而不是耶稣的复活或升天呢？因为登山

变像是耶稣得尊贵和荣耀的事件，是预见基督再来的统治，亦即基督会再来，上帝的

国会降临。这其实是要反驳假教师的教导，使用耶稣登山变像事件来确定基督再来的

可信度。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16～18 节可翻译为：「事实上，我们曾告诉你们有关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再临的事，不是随从巧妙捏造的传说，而是我们就是有关祂威

荣的见证人。因为祂领受了来自父上帝的尊贵和荣耀，当崇高的荣耀对耶稣基督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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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声音时，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是我所爱的；关于祂，我喜爱祂。』我们不

但听见这个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是当我们持续与祂一起在圣山上时，」 

 

5.2 来自圣灵的预言是可靠的（一 19～21） 

彼得不单使用耶稣登山变像事件来证明基督再来是真的，他还使用先知的预言来

证明。彼得后书一章 19 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

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 καὶ ἔχομεν βεβαιότερον τὸν προφητικὸν λόγον, ᾧ καλῶς ποιεῖτε προσέχοντες ὡς 

λύχνῳ φαίνοντι ἐν αὐχμηρῷ τόπῳ, ἕως οὗ ἡμέρα διαυγάσῃ καὶ φωσφόρος ἀνατείλῃ ἐν ταῖς 

καρδίαις ὑμῶν,）或许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使徒们的证言，但先知的预言应该会相信吧？

因为旧约先知所写的话语是大家公认且能接受的经典。因此，彼得说：「我们并有先

知更确的预言。」（ ἔχομεν βεβαιότερον τὸν προφητικὸν λόγον）「更确的预言」

（βεβαιότερον τὸν λόγον）是说先知的预言是可靠的。由于假教师是质疑基督再来的可

信度，所以这里所说的预言是指旧约圣经有关基督再来的预言。这个预言就「如同灯

照在暗处」（ὡς λύχνῳ φαίνοντι ἐν αὐχμηρῷ τόπῳ）一样，意思是预言就如一盏灯，持

续在黑暗的地方发亮，指引人前面的道路，或是让人在黑暗中有力量和盼望，坚持到

底，不被黑暗吞噬。这样的坚持要到何时呢？就是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

现的时候」（ἕως οὗ ἡμέρα διαυγάσῃ καὶ φωσφόρος ἀνατείλῃ ἐν ταῖς καρδίαις ὑμῶν）。黑

暗终会过去，但要坚持，直到天发亮，晨星出现。天发亮是指基督再来，审判和拯救

的日子来到。晨星出现是指确信基督必要再来。所以，先知的预言成为身在黑暗或迷

惑之中的基督徒的明灯，使基督徒能持守先知的预言或上帝的话语，不致疑惑，并坚

持到底，直到基督的再来。这表示，教导上帝的话语就非常重要，因为上帝的话语就

如灯照在黑暗之处，帮助基督徒能持守上帝所应许的盼望，得着力量，坚持到底，直

到主再来的日子。 

为何先知的预言是可信的呢？彼得后书一章 20～21 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

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

灵感动，说出 神的话来。」（τοῦτο πρῶτον γινώσκοντες ὅτι πᾶσα προφητεία γραφῆς 

ἰδίας ἐπιλύσεως οὐ γίνεται· οὐ γὰρ θελήματι ἀνθρώπου ἠνέχθη προφητεία ποτέ, ἀλλὰ ὑπὸ 

πνεύματος ἁγίου φερόμενοι  ἐλάλησαν ἀπὸ θεοῦ ἄνθρωποι.）彼得指出，先知的预言或是

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预言，都不是「随私意解说的」（ἰδίας ἐπιλύσεως），意即不是人自

己的见解。若预言是人自己的见解，那就不可信，但彼得指出预言不是人自己的见解，

而是因为人被圣灵持续的感动而说出来自上帝的预言。所以，彼得以自己的见证（耶

稣的登山变像）和来自圣灵感动而说出的预言来证明基督再来是确实可靠的，以反驳

假教师的教导，并让读者确信自己所认信的教导是确信可靠的。彼得的主观经历和圣

经客观的预言都不是人自己可以成就的，而是上帝自己亲自成就的。所以，基督再来

不是使徒们自己捏造的教导，而是上帝自己应许和要成就的事。因此，读者不要被迷

惑，要确信，要相信圣经的权威，不要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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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许多的教导，对圣经也有不同的诠释，甚至采用某某神学家的教导来确定

所相信的内容，但却忽视圣经直接的教导，如十一奉献、同性性行为、律法的解释、

灵恩现象、追求说预言、成功神学等。我们需要认识不同的学说，并分辨之，但我们

也要竭力学习上帝的话语，以便更多认识主，更坚定所信靠的耶稣，知道主的再来。 

所以，彼得后书一章 19～21 节可翻译为：「而且我们有先知的话语，那是更可

靠的。关于先知的话语，你们要正确地持续留心，就如留心在黑暗的地方持续发亮的

灯一样，直到天亮和晨星在你们的心中升起，因为要首先持续知道这件事，就是圣经

每一个预言都持续不是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借着人的心意说出来

的，而是因为人们被圣灵持续的感动而说出来自  神的预言。」 

 

六、追求认识主和生命的成长 

基督徒一生何求？当追求认识主和生命的成长，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人也认识主

和经历生命的成长。在追求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前进的方向，以致与耶稣基督的方

向一致，不致迷路，进入基督的国。从彼得处理问题的方式来看，他聚焦在认识主和

追求生命的成长。若把这原则应用在今天追寻教会成长方面，我们或许可学习彼得的

方式，教导弟兄姐妹更认识主和追求生命的成长，以致可以因为认识主而经历生命的

改变和成长，从而吸引人来归向主。这或许是教会成长的重要元素之一。 

以下图片显示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思路脉络。上帝拯救的保证借着荣耀和美善的呼

召赐下给相信耶稣的人，使他们领受恩惠和平安的应许。如何得着这应许？就是借着

认识主。认识主的目的是重生，结果是脱离败坏的生命，使生命变得成熟。在认识主

的过程中，基督徒需要尽一切努力，使生命在品格和圣洁上成长。这将印证基督徒的

生命是进入天国的生命。彼得不断在有生之年竭力提醒基督徒要认识主，以主观见证

和圣经的预言说明基督的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