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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彼得後書一章 1～21 節 

認識耶穌、努力成長 

 

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之後，要怎樣生活呢？有些人就繼續過以前的生活，就好像

沒有認識主一樣；有些人則等著上天堂，好好地上教堂，遵守一些基督徒應該做的宗

教活動；有些人就追求一些神秘的屬靈經驗，追求更多蒙上帝的賜福；有些人則面對

不同的教導，不曉得誰對誰錯，於是就選擇自己認為對的方式生活。在不同的生活選

擇中，不曉得你是選擇哪一種基督徒生活模式呢？ 

彼得對基督徒生活模式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基督徒生活模式是要追求認識主

和生命的成長。彼得是如何論述他的觀點呢？ 

 

一、認識耶穌的保證：得著生命成長（一 1～4） 

在假教師興起和錯誤教導的情況下，彼得先述說生命的根本。這個生命的根本就

是生命被主耶穌基督改變，從舊的生命轉換為新的生命。 

 

1.1 新身份與新生命樣式（一 1） 

彼得後書一章 1 節說：「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Σίμων Πέτρος δοῦλος κα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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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ὶ σωτῆρος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彼得稱呼自己為「西門•彼得」。這個名字是從舊生命到

新生命的轉換，也是身份的轉換。這個身份的轉換就是從舊有的漁夫身份轉換為新的

身份，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和使徒。僕人是被耶穌擁有，聽耶穌基督的吩咐；使徒則

是被耶穌差派，有權柄傳講耶穌的教導。彼得身份的的轉換是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

耶穌基督之義」（ ἐν δικαιοσύνῃτοῦ θεοῦἡμῶνκαὶ σωτῆρος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成就的。

「義」（δικαιοσύνῃ）就是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這裡的「義」可解釋為「拯

救」。這表示，彼得身份的改變是因耶穌基督所成就之拯救作為造成的。耶穌基督的

拯救作為臨到漁夫身份的西門，使西門轉換身份，也改變他的生命，變成僕人和使徒

身份的彼得。彼得生命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一個成長的過程。彼得從

過去的衝動到否認耶穌，並回轉，被耶穌赦免，再到被委以牧養群羊的使命。這一路

走來，彼得經過好幾年的磨煉，結果他生命的內涵就與他的身份（耶穌基督的僕人和

使徒）相稱。所以，我們相信耶穌基督之後，擁有了「基督徒」這個新的身份，但我

們生命的內涵也需要不斷的成長，以致與這個「基督徒」的身份相稱，亦即活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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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式，因為「基督徒」就是跟隨耶穌基督的人，這樣的人自然需要活出耶穌基督生

命的樣式。 

彼得擁有新的身份和生命，那讀者是否也擁有新的身份和生命呢？彼得稱呼讀者

為「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τοῖς ἰσότιμον ἡμῖν λαχοῦσιν πίστιν）。「我們」

（ἡμῖν）是指彼得這個相信耶穌的群體，是已經經歷生命的改變、擁有新身份的一群

人。讀者是「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τοῖς ἰσότιμον λαχοῦσιν πίστιν）。這句話中的

「信心」（πίστιν）是指信仰或是保證。彼得得到新的身份和生命的改變，讀者也一樣

會因耶穌基督的拯救而經歷同樣的改變，也就是經歷身份和生命的改變。這是耶穌基

督可以給讀者的保證，也是給我們今天基督徒的保證。 

為什麼彼得在開始的時候要述說有關身份和生命轉換的保證呢？彼得一方面是要

陳明自己是耶穌基督的使徒，有屬靈的權柄傳達耶穌基督的教導，讓讀者可以跟隨，

並拒絕假教師錯誤的教導。另一方面，彼得也肯定讀者的身份和生命，讓讀者知道自

己是蒙耶穌基督拯救的，也一同經歷身份和生命的轉換。這是耶穌基督保證的事。那

擁有新身份和新生命的我們，要如何讓新的生命成長以致與新的身份相稱呢？更重要

的一點是，如何不讓已經擁有新身份和新生命的我們調頭回到過去的身份和生活呢？

就如彼得在之後的二章 22 節所說的：「俗語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牠轉過來又吃；

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裡去滾；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1 節可翻譯為：「西門彼得是耶穌基督的僕人和使徒，寫信

給那些因著源自我們的  神和救主就是耶穌基督的拯救而得著與我們同樣保證的人。」 

 

1.2 認識主得恩惠與平安（一 2） 

我們的生命要如何成長以致不再去吃回頭草並與新的身份相稱呢？彼得後書一章

2 節說：「願恩惠、平安，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多多地加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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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成長需要上帝所賜的「恩惠」（χάρις），也需要與上帝有「平安」（εἰρήνη）

的關係。「恩惠」（χάρις）是指上帝所賜白白的恩典。這個恩典就如我們生活中所需

要的各項資源，加力量給我們去面對生活中各樣的情況。這就如保羅身上的刺，上帝

賜下足夠的恩典，讓保羅有足夠的資源和力量可以承受和面對。「平安」（εἰρήνη）

則指與上帝有和好的關係。關係的和好是非常重要的，它帶來人內心的平靜安穩。與

神與人有和好的關係，內心就平靜安穩。可是，我們要如何領受從上帝而來的恩典和

平安呢？就是藉著「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ἐν ἐπιγνώσει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Ἰησοῦ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ἡμῶν）。這句話陳明我們的主是上帝和耶穌。我們新的身份和新的生命都與這

位主有關。既是如此，我們就要認識我們生命的主。若我們認識這位主，那我們就有

從上帝和耶穌而來的恩惠和平安。這表示，認識這位主就非常重要，因為這會影響我

們生命的成長。這其實也是彼得在書信結束時所強調的重點。彼得後書三章 18 節說：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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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如何認識這位主呢？認識這位主是什麼意思呢？認識主不單是知識上對這位

主的認識，也是關係上不斷地認識這位對象。無論是這位主的屬性、生命、作為，我

們都需要去認識。這樣的認識一方面是透過客觀知識的教導，另一方面也是透過主觀

經歷這個關係的實在。所以，認識主是我們屬靈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以致我們的

生命可以茁壯成長。 

因此，彼得後書一章 2 節可翻譯為：「願恩惠和平安藉著認識  神和耶穌就是我

們的主而豐豐富富地賜給你們。」 

 

1.3 賜予新生命成長資源（一 3） 

既然我們知道我們需要藉著認識主而領受恩惠和平安，經歷生命的成長，那為何

我們可以藉著認識主領受恩惠和平安呢？彼得後書一章 3 節說：「 神的神能已將一

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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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ἐπιγνώσεως τοῦ καλέσαντος ἡμᾶςδιὰ δόξης καὶ ἀρετῆς）彼得指出我們生命可以藉著認識

主領受恩惠和平安、經歷生命成長的原因是因為上帝的神能或大能（δυνάμεως）成就

的。這個大能已經把「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πάνταἡμῖντὰ πρὸς ζωὴ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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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ζωὴν）就是上帝所賜的新生命，是一個蒙拯救、在基督裡新造的人的生命；

「虔敬」（εὐσέβειαν）是對上帝的敬虔，從而活出基督的樣式。「生命和虔敬」就是

一個生命成熟的表現。一個生命成熟的人是一個有新生命的表現人，也是一個對上帝

敬虔的人。人要成為一個生命成熟之人所需的各樣資源，上帝的大能已經賜下。為何

上帝要賜下各樣資源（恩惠、平安）給我們呢？因為「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

召我們的主」（διὰ τῆς ἐπιγνώσεως τοῦ καλέσαντος ἡμᾶςδιὰ δόξης καὶ ἀρετῆς）。主耶穌

透過自己的榮耀，也就是復活所得的榮耀，並美德（自己的順服和無罪）來呼召我們

來認識祂。我們願意相信和認識耶穌的人，就蒙上帝大能的賜予，能在耶穌基督裡成

為一個有新生命和對上帝敬虔的成熟之人。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3 節可翻譯為：「因為祂神聖的能力已經把一切關於生命和

敬虔的事賜給了我們，透過認識那位藉著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的主賜給我們的。」 

 

1.4 領受應許與上帝性情有份（一 4） 

擁有新生命和對上帝敬虔的目的是什麼呢？彼得後書一章 4 節說：「因此，他已

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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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耶

穌基督的榮耀和美德，上帝把「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τὰ τίμια καὶ 

μέγισταἡμῖν ἐπαγγέλματα）。這個「應許」（ἐπαγγέλματα）就是上文所說的恩惠、平

安、生命與敬虔。上帝把這「應許」賜給我們，目的是要讓我們「與 神的性情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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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είας κοινωνοὶ φύσεως）。「與 神的性情有分」就是我們成為神聖本性的分享者，

亦即我們的生命像上帝或是像耶穌基督。上帝神聖的本性是聖潔的，因此我們成為神

聖本性的分享者也需要追求聖潔，恨惡罪惡。這是我們追求更認識主耶穌基督的目的。

追求更認識主耶穌基督和聖潔的結果就使我們「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

（ἀποφυγόντες τῆςἐν τῷ κόσμῳἐν ἐπιθυμίᾳ φθορᾶς）。世上為何有敗壞？因為情慾或私

慾的緣故。「與 神的性情有分」就能勝過情慾或私慾的誘惑，從而脫離世上的敗壞。

也就是說，一個人從情慾或私慾主導的生命，改變而成為上帝主導的生命。所以，這

節經文不是要我們先去對付情慾或私慾，而是要我們先因認識耶穌而與上帝的性情有

份，從而願意追求聖潔，結果是脫離世上因私慾而來的敗壞。這表示一位真認識主耶

穌基督的基督徒，應該會因為認識主而願意追求聖潔，結果就願意對付私慾，從而脫

離敗壞。所以，基督徒行為的改變不是因為要符合基督徒的身份而改變，而是因為先

認識了耶穌而願意改變。 

另外，認識主是使人脫離世界的敗壞，而不是使人脫離世界。所以，基督徒仍然

要在這世上發揮光和鹽的作用，改變這個世界，參與在上帝的新創造之中，而不是等

著上天堂，然後，什麼都不做。 

所以，彼得要讓讀者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認識主的人，就

有耶穌的保證，可以經歷生命的重生，追求生命的成長，活出基督的樣式。彼得後書

一章 4 節可翻譯為：「藉著榮耀和美德，祂把寶貴又極大的應許特意賜給了我們，為

要你們藉著應許成為神聖本性的分享者，結果就脫離世上因私慾而來的敗壞。」 

 

二、認識耶穌的方法：生命努力成長（一 5～9） 

談過了改變而追求聖潔的基礎是先認識主耶穌基督之後，彼得就陳明當有怎樣的

改變。換句話說，基督徒要如何追求聖潔或是生命的成長呢？ 

 

2.1 領受應許努力成長（一 5～7） 

彼得後書一章 5 節說：「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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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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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這緣故」（καὶ αὐτὸ τοῦτο）是說明基督徒正因為領受了上帝的應許和祝福，認

識主耶穌基督，從而脫離敗壞，那就要追求聖潔或是生命的成長。那基督徒要如何追

求聖潔或生命的成長呢？彼得就說：「你們要分外地殷勤」（ σπουδὴν πᾶσαν 

παρεισενέγκαντες）。「分外地殷勤」是指要盡上每一份努力。原來追求聖潔或是生命

的成長是需要盡上每一份努力的，不是自然就有的，也不是自動生成的。這表示，我

們信主之後，就不是只等著上天堂，也不是只上教堂，而是要努力追求生命的成長、

改變和聖潔。救恩是無法努力的，但聖潔或是生命的成長是需要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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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努力的基礎是什麼呢？是「信心」（πίστει）。「信心」是信靠耶穌基督，

也是對耶穌基督的忠心和委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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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信心的

基礎上，信心或是忠心支持德行。德行是指美德的行為。這就如雅各書所說的信心有

行為表達出來。而美德行為的表達是需要努力的。這樣的努力也使一個基督徒的信心

或忠心不斷被看見和操練。而基督徒為何想要追求美德行為呢？因為認識主，對主忠

心。 

基督徒不單要有信心（πίστει）和美德行為（ἀρετήν），也要有知識（γνῶσιν）。

知識讓我們不無知。這個知識包括認識上帝，認識耶穌，認識有關生命和敬虔的事，

知道上帝的旨意，熟悉上帝的話語，知道如何敬拜上帝，知道如何與人相處，知道如

何管理自己的生命、家庭、工作和其他被造之物，還有其他有關上帝創造奇妙的知識

等。這些知識都需要是正確的知識，以致我們的生命和生活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

錯誤的知識讓人走上歧途，我們要小心。沒有知識的信心，無法分辨美德的行為或是

非對錯，也無法知道上帝的心意，或無法辨別異端邪說。這對信仰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基督徒當在信心的基礎上追求正確的知識。 

除了追求正確的知識，基督徒也要追求節制、忍耐和虔敬。彼得後書一章 6 節說：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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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知識（γνώσει）能幫助我們認識到節制（ἐγκράτειαν）的重要性。既然情

慾是敗壞的主因，那我們就需要正確的知識來指揮意志去進行節制的行動，控制情慾，

以致我們可以作出符合上帝心意之正確且合理的選擇。所以，節制是控制情慾的需求，

不讓自己跟著情慾走，也不讓自己跟著感覺走，或是跟著習慣走，而是願意順服上帝

的旨意，作出正確且合理的選擇。這樣的節制行動其實就是隨從聖靈的帶領，不隨從

肉體的情慾行。 

當基督徒願意節制情慾時，就能比較容易抵禦外在環境的試探、引誘或攻擊，並

忍耐（ὑπομονήν）到底。忍耐（ὑπομονήν）就是堅持到底，盼望應許的實現。在忍耐

中，基督徒要明白各樣的事皆有上帝的旨意，從而產生對上帝的虔敬（εὐσέβειαν）。

要不然，基督徒可能會埋怨上帝，埋怨上帝為何要讓他∕她經歷不好的事。所以，我

們的忍耐支持我們的虔敬。虔敬是敬畏上帝，對上帝敬虔，以上帝為生命的中心。既

是敬畏上帝，那就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從而忍耐面對生活中各樣的處境，並活出上帝

的旨意。 

不單如此，彼得後書一章 7 節還說：「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

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ἐν δὲ τῇ εὐσεβείᾳτὴν φιλαδελφίαν, ἐν δὲ τῇ 

φιλαδελφίᾳτὴν ἀγάπην.）虔敬（εὐσέβειαν）敬畏上帝的人就會愛弟兄（φιλαδελφίαν），

也就是群體內的人，因為上帝是愛，上帝的大誡命要我們愛神愛人。並且，這個愛弟

兄的心也會擴大到「愛眾人的心」（ ἀγάπην），也就是愛群體之外的人，或是表達上

帝神聖的愛，願意去愛不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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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述說基督徒當追求聖潔或是生命的成長的要素有八項：信心、德行、知識、

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愛眾人。這八項要素以信心開始，以愛心結束。不單如

此，這些要素也是從個人的層面到面對外界和其他的人，或是簡化為品格、行動和知

識這三個層面。彼得要基督徒追求這八項要素，使生命成長的目的，是要基督徒與上

帝的性情有份，以脫離情慾所帶來的敗壞，並使基督徒在追求的過程中更認識主。 

換句話說，基督徒所當追求的這八項要素其實是整個生命的改造。信心是信靠耶

穌，這是生命中心的轉換，不再以世界、情慾或是世上其他的東西為生命的中心。德

行是行為的改變。這個行為的改變是以耶穌基督為樣式，而不是以世界看法為依歸。

生命的改造也需要知識，認識主，也認識以耶穌為中心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

以及上帝所造美好的一切知識。錯誤的認知會造就錯誤的行為樣式，所以，正確知識

的素養就非常重要。節制和忍耐則是品格的塑造，在各樣環境中能妥善處理自己的情

慾、情緒和行為，以致能作出正確的選擇。不單是我們生命內在和外在的改造，這個

生命也需要去敬畏上帝，並愛自己以外的人、事、物，而不只是獨善其身而已。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5～7 節可翻譯為：「而且同樣的理由，你們也必須藉著盡

上每一份努力、透過你們的信心支持美德；藉著美德支持知識；藉著知識支持節制；

藉著節制支持忍耐；藉著忍耐支持敬虔；藉著敬虔支持弟兄的愛；藉著弟兄的愛支持

神聖的愛。」 

 

2.2 生命成長就更認識耶穌（一 8） 

彼得為何要基督徒追求那八項要素呢？彼得後書一章 8 節說：「你們若充充足足

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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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ἐπίγνωσιν·）基督徒若願意盡一切努力成長，追求那八

項要素，就不會「閒懶不結果子」。結果子就是在這八項要素上不斷地成長，其結果

是使基督徒更認識主耶穌基督。這表示品格、行動和知識的追求能使基督徒更認識主。

這似乎是一個循環的過程。彼得後書一章 3～4 節說我們因為認識主而領受了關乎生命

和虔敬的事，並願意追求聖潔，對付私慾，脫離敗壞，與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後書

一章 8 節則說我們因追求聖潔和生命的成長，以致我們更認識主。所以，認識主帶來

敬虔和聖潔，敬虔和聖潔也帶來認識主。換句話說，認識主，藉著品格、行動和知識

表現出來；反過來說，藉著品格、行動和知識也讓人更認識主。這是基督徒當追求的

生命：認識主。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8 節可翻譯為：「因為若你們繼續有這些特質並繼續增長，

就不會閒懶也不會不結果子，以致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2.3 生命不成長就是忘記主（一 9） 

若基督徒不願意去追求更認識主呢？彼得後書一章 9 節說：「人若沒有這幾樣，

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ᾧ γὰρ μὴ πάρεστι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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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αῦτα, τυφλός ἐστιν μυωπάζων, λήθην λαβὼν τοῦ καθαρισμοῦ τῶν πάλαι αὐτοῦ ἁμαρτιῶν.）

彼得說「人若沒有這幾樣」（ᾧ γὰρ μὴ πάρεστιν ταῦτα），也就是若基督徒不願意去追

求生命的成長，去追求聖潔，去追求品格、行動和知識，那「就是眼瞎」（τυφλός）

的。為何彼得說不願意追求生命成長的基督徒是瞎眼的呢？因為他們「只看見近處的」

（μυωπάζων）。為何瞎眼的人還可以看見近處？原來「只看見近處的」（μυωπάζων）

是指閉上眼睛。所以，為何他們是瞎眼的？因為他們閉上眼睛，這表示他們其實是沒

有瞎眼的，只是他們不願意看見而已。既然他們是自己閉上眼睛，那就表示他們是自

願的，自願不去看見追求生命成長的需要，自願不去看見追求品格、行動和知識的需

要。其結果是「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λήθην λαβὼν τοῦ καθαρισμοῦ τῶν 

πάλαι αὐτοῦ ἁμαρτιῶν）。也就是他們選擇忘記他們過去的罪已經被潔淨了。這表示他

們或許回頭繼續去犯罪（彼後二 20～22），看不見身份的改變而需要追求聖潔的需要。

若是如此，他們其實是選擇忘記拯救他們、赦免他們罪惡的主耶穌基督，結果就遠離

真道。所以，認識主，帶來追求生命的成長；生命的成長帶來認識主。可是，認識主

卻不願追求生命的成長，其實那是表示他∕她不認識主。那基督徒要如何選擇呢？要

追求生命的成長，還是要繼續過犯罪的生活？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9 節可翻譯為：「當然，對那沒有具備這些特質的人來說，

他是瞎眼的，因為他持續閉上眼睛，結果就選擇忘記他過去的罪已經被潔淨了。」 

 

三、認識耶穌的結果：進入基督的國（一 10～11） 

為了不繼續裝瞎和要竭力追求成長，彼得呼籲基督徒竭力做這些事以堅定自己的

呼召和揀選。 

彼得後書一章 10～11 節說：「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

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

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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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勸基督徒要選擇打開眼睛，「應當更加殷勤」（μᾶλλον σπουδάσατε），竭力追求成

長，不要繼續過犯罪的生活，使基督徒「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βεβαίαν τὴν 

κλῆσιν καὶ ἐκλογὴν）。「恩召和揀選」（κλῆσιν καὶ ἐκλογὴν）就是救恩，「堅定不移」

（βεβαίαν）是指有效的。若基督徒追求聖潔和生命的成長，行事為人與福音相稱，那

自然就表示救恩在那人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說那人是認識主的。為何救恩在那人身

上是有效的呢？因為他∕她「就永不失腳」（οὐ μὴ πταίσητέ ποτε），也就是不會跌倒。

若基督徒不被迷惑、不繼續犯罪、不停在過去，而是繼續追求認識主，追去聖潔和生

命成長，就不會跌倒。不跌倒，那上帝的救恩就繼續有效。跌倒了，不願再認識主，

救恩自然就無效了。因此，基督徒當繼續竭力追求聖潔，使救恩繼續有效，結果是他

∕她得以進入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度。基督永遠的國度是基督永遠作王。

基督徒在基督的國度就被基督統治，並在當中活出正直聖潔的生活。這表示追求靈命

成長和成熟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必須持續不斷竭力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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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認識主和生命的成長都需要努力的，結果是確保自己不跌倒，也確認自己

能進入上帝的國。那這是否表示進入上帝的國需要靠行為？不是，人的行為是見證上

帝的「恩召和揀選」，當然，人的行為也可否定上帝的「恩召和揀選」。所以，恩典

和行為是並行的，因為行為是救恩的展現。當基督徒認識主，就願意實踐聖潔行為；

實踐聖潔行為，就更認識主。其實，實踐聖潔行為是實習過基督國度的生活，因為新

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三 13）。換句話說，基督徒過聖潔的生活是在為末日做預

備，所以，基督徒要改變現在的行事為人，與福音相稱。 

為何彼得要讀者追求認識主和生命的成長呢？因為彼得要指出一個認識主的基督

徒其生命是會追求聖潔的。不像那些假教師，不但否定耶穌（彼後二 1），還活出敗

壞的生命（彼後二 10～16）。所以，彼得要持續提醒讀者，必須追求認識主和生命的

成長，以致他們能順利進入基督的國。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10～11 節可翻譯為：「為這緣故，弟兄們，你們必須要更

竭力持續使你們的呼召和揀選是有效的，因為若你們持續做這些事，就絕對不會跌倒。

這樣竭力堅守的話，進入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永遠國度的入口將豐富地賜予你

們。」 

 

四、認識耶穌的持續：提醒繼續努力（一 12～15） 

基督徒追求聖潔和生命的成長不是一時的努力，認識主也不是一時的認識，而是

需要持續不斷的追求，持續不斷且正確地認識主。 

彼得後書一章 12 節說：「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並且在你們已有的真道上堅固，

我卻要將這些事常常提醒你們。」（Διὸ μελλήσω ἀεὶ ὑμᾶς ὑπομιμνῄσκειν περὶ τούτων 

καίπερ εἰδότας καὶ ἐστηριγμένους ἐν τῇ παρούσῃ ἀληθείᾳ.）或許，讀者對假教師的教導感

到困惑，心中產生疑問，但還沒有跨出敗壞的第一步，因為彼得說讀者在既有的真道

上是堅固的。既然在真道上是堅固的，那就要持續持守真道。所以，彼得就提醒讀者，

不要被假教師的教導影響，而是要繼續追求認識主和生命的成長，過聖潔的生活，以

除去疑惑，並順利進入上帝的國。這表示堅固的人也需要小心，不要被假教師欺騙，

也不要被不符合聖經教導的神學思想誘惑，以致錯誤認識主，行出不合上帝心意的行

為。彼得苦口婆心地提醒，為何他要這樣做呢？ 

彼得後書一章 13～14 節說：「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提醒你們，激

發你們；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我的。並

且，我要盡心竭力，使你們在我去世以後時常記念這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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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認為自己苦口婆心的提醒行動是正確的，所以他說：「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

的時候提醒你們」（δίκαιον δὲ ἡγοῦμαι, ἐφ᾽ ὅσον εἰμὶ ἐν τούτῳ τῷ σκηνώματι）。「帳棚」

（σκηνώματι）是指遊牧民族所使用的暫時居所。當他們離開一個地方時，就把帳棚拆

掉。彼得使用「帳棚」的意思是指自己的身體，寄居在這世上，是暫時的居所。「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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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帳棚」是指離開身體，也就是死亡，離開世界這暫時的居所。彼得認識到自己在世

的日子不多了，「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καθὼς καὶ ὁ κύριος ἡμῶν Ἰησοῦς 

Χριστὸς ἐδήλωσέν μοι）他的（主如何指示他，這裡就沒有清楚說明），於是，他就提

醒讀者這重要的事，有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以持續激發他們竭力追求認識主

和生命的成長，確保讀者可以進入基督的國。 

彼得不單要在有生之年提醒讀者要竭力追求認識主和生命的成長，他也要在過世

之後讓他們想起他所提醒之事。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15 節說：「並且，我要盡心竭力，

使你們在我去世以後時常記念這些事。」（σπουδάσω δὲ καὶ ἑκάστοτε ἔχειν ὑμᾶς μετὰ 

τὴν ἐμὴν ἔξοδον τὴν τούτων μνήμην ποιεῖσθαι.）彼得要讀者在他去世之後時常紀念或是

想起這些事，也就是想起竭力追求認識主和生命成長的事，以確保他們能進入基督的

國。可見，彼得是多麼愛這些讀者，以牧者的心腸去關懷他們的救恩。彼得是如何面

對死亡的？彼得是盡心竭力做應該做的事，不為自己著想，而為信徒著想，激發他們

持守真理，不負主的所托，好好牧養小羊，並且知道主耶穌已為他的將來做好預備。 

從這裡我們看到讀者面對假教師和錯誤教導的威脅，彼得處理的方式是要讀者追

求認識主和追求生命的成長。基督徒認識主了，生命成長了，就能分辨是非對錯，也

能拒絕假教師的誘惑。在提醒和勸導的過程中，彼得顯示出其牧者的心腸，關愛主耶

穌所愛的羊，盼望羊群能聽大牧者的聲音，跟隨主耶穌基督的腳步行。這是彼得處理

假教師和錯誤教導的方式。今天的基督徒也當竭力追求認識主和生命的成長，不單清

楚自己所信的對象是誰，也能使自己分辨是非對錯，拒絕錯誤的教導，活出耶穌基督

的樣式。彼得的生命是以耶穌為主，顧念耶穌所顧念的，那基督徒的生命當顧念些什

麼呢？ 

另外，彼得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可作為我們今天的借鑒。一般我們處理問題的方

式是找出問題的根源，然後對症下藥。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只是處理外在的因素，

很少處理生命的內在因素。例如，夫妻關係發生問題，我們處理的方式一般是處理彼

此的溝通方式、彼此的期望、生活習慣等。比較少觸及生命、價值觀、人生觀方面的

改變。或是，孩子課業不好，一般是找補習老師來幫助，比較少是從生命層面願意學

習的心來激勵。或是，貧窮的處理，一般是提供物質的幫助、工作的機會等，比較少

是從生命的改變做起。耶穌來，處理問題的方式，不是從制度、習慣、物質等方面著

手，而是從認識祂和生命的更新著手。認識主，生命改變了，外在的制度、習慣、物

質等問題，都會改變。或許這是我們面對問題時可以學習的方向之一。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12～15 節可翻譯為：「為這緣故，我必須常常持續提醒你

們有關這些事，雖然你們已經知道並且已在既有的真理中被堅固。並且，只要我還在

這帳篷裡，我認為藉著提醒為要持續激發你們是正確的，因為知道，拆除我的帳篷即

將發生，正如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向我清楚解釋的。因此，我也將繼續竭力使你們在我

的離世之後，繼續能夠時常持續回想起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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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認識耶穌的再來：持守可靠預言（一 16～21） 

彼得在強調認識主和追求生命成長這重要根基之後，他就開始處理假教師的錯誤

教導。第一個要處理的問題是，假教師說：基督再來是捏造的。彼得如何處理這個問

題呢？彼得從兩方面來處理這個問題：自己的見證（一 16～18）和先知的預言（一 19

～21）。先知的預言其實也是彼得要處理的第二個問題，假教師說：預言不可靠。 

 

5.1 基督再來不是捏造的（一 16～18） 

彼得後書一章 16 節說：「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

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 οὐ γὰρ 

σεσοφισμένοις μύθοις ἐξακολουθήσαντες ἐγνωρίσαμεν ὑμῖν τὴν τοῦ κυρίου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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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要竭力教導？因為基督的大能和祂再臨的事是確實可靠的，「不是隨從乖巧捏造

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οὐ σεσοφισμένοις μύθοις ἐξακολουθήσαντες ἀλλ᾽ 

ἐπόπται γενηθέντες τῆς ἐκείνου μεγαλειότητος）。也就是說基督再來這件事不是使徒們

自己捏造的，也不是一種傳說，而是使徒們自己親眼見過基督的威榮的。假教師質疑

基督再來的可信度，因為使徒們教導基督就快再來，但離開基督升天已經三十多年了，

依然不見基督再臨。所以，對基督再來的質疑油然而生，使假教師利用這樣的機會，

不單質疑基督再來的教導，也質疑使徒們教導的可信度。所以，彼得在這裡就重申基

督再來的確定性，並說自己是基督威榮的見證人。那彼得如何證明自己的見證是真的

呢？ 

彼得後書一章 17～18 節說：「他從父 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

有聲音出來，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親

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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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是耶穌登山變像的描述。彼得就用耶穌的登

山變像這歷史事實來證明他的見證是真的。「極大榮光」（ὑπὸ τῆς μεγαλοπρεποῦς 

δόξης）是指崇高的榮耀，是上帝極大榮光的顯現，就如舊約出埃及會幕被造成而上帝

降臨在會幕當中的威榮一樣。天父上帝就在威榮中尊榮耶穌，對耶穌說：「這是我的

愛子，我所喜悅的。」（Ὁ υἱός μου ὁ ἀγαπητός μου οὗτός ἐστιν εἰς ὃν ἐγὼ εὐδόκησα）彼

得、約翰和雅各都聽見天父的聲音，見證耶穌得著尊貴和榮耀，預先看見耶穌基督再

來的統治榮耀。為何彼得要提耶穌的登山變像而不是耶穌的復活或升天呢？因為登山

變像是耶穌得尊貴和榮耀的事件，是預見基督再來的統治，亦即基督會再來，上帝的

國會降臨。這其實是要反駁假教師的教導，使用耶穌登山變像事件來確定基督再來的

可信度。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16～18 節可翻譯為：「事實上，我們曾告訴你們有關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再臨的事，不是隨從巧妙捏造的傳說，而是我們就是有關祂威

榮的見證人。因為祂領受了來自父上帝的尊貴和榮耀，當崇高的榮耀對耶穌基督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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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聲音時，說：『這是我的兒子，就是我所愛的；關於祂，我喜愛祂。』我們不

但聽見這個從天上發出來的聲音是當我們持續與祂一起在聖山上時，」 

 

5.2 來自聖靈的預言是可靠的（一 19～21） 

彼得不單使用耶穌登山變像事件來證明基督再來是真的，他還使用先知的預言來

證明。彼得後書一章 19 節說：「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

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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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使徒們的證言，但先知的預言應該會相信吧？

因為舊約先知所寫的話語是大家公認且能接受的經典。因此，彼得說：「我們並有先

知更確的預言。」（ ἔχομεν βεβαιότερον τὸν προφητικὸν λόγον）「更確的預言」

（βεβαιότερον τὸν λόγον）是說先知的預言是可靠的。由於假教師是質疑基督再來的可

信度，所以這裡所說的預言是指舊約聖經有關基督再來的預言。這個預言就「如同燈

照在暗處」（ὡς λύχνῳ φαίνοντι ἐν αὐχμηρῷ τόπῳ）一樣，意思是預言就如一盞燈，持

續在黑暗的地方發亮，指引人前面的道路，或是讓人在黑暗中有力量和盼望，堅持到

底，不被黑暗吞噬。這樣的堅持要到何時呢？就是直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

現的時候」（ἕως οὗ ἡμέρα διαυγάσῃ καὶ φωσφόρος ἀνατείλῃ ἐν ταῖς καρδίαις ὑμῶν）。黑

暗終會過去，但要堅持，直到天發亮，晨星出現。天發亮是指基督再來，審判和拯救

的日子來到。晨星出現是指確信基督必要再來。所以，先知的預言成為身在黑暗或迷

惑之中的基督徒的明燈，使基督徒能持守先知的預言或上帝的話語，不致疑惑，並堅

持到底，直到基督的再來。這表示，教導上帝的話語就非常重要，因為上帝的話語就

如燈照在黑暗之處，幫助基督徒能持守上帝所應許的盼望，得著力量，堅持到底，直

到主再來的日子。 

為何先知的預言是可信的呢？彼得後書一章 20～21 節說：「第一要緊的，該知

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

靈感動，說出 神的話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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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預言或是

舊約聖經所記載的預言，都不是「隨私意解說的」（ἰδίας ἐπιλύσεως），意即不是人自

己的見解。若預言是人自己的見解，那就不可信，但彼得指出預言不是人自己的見解，

而是因為人被聖靈持續的感動而說出來自上帝的預言。所以，彼得以自己的見證（耶

穌的登山變像）和來自聖靈感動而說出的預言來證明基督再來是確實可靠的，以反駁

假教師的教導，並讓讀者確信自己所認信的教導是確信可靠的。彼得的主觀經歷和聖

經客觀的預言都不是人自己可以成就的，而是上帝自己親自成就的。所以，基督再來

不是使徒們自己捏造的教導，而是上帝自己應許和要成就的事。因此，讀者不要被迷

惑，要確信，要相信聖經的權威，不要疑惑。 

今天有許多的教導，對聖經也有不同的詮釋，甚至採用某某神學家的教導來確定

所相信的內容，但卻忽視聖經直接的教導，如十一奉獻、同性性行為、律法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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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恩現象、追求說預言、成功神學等。我們需要認識不同的學說，並分辨之，但我們

也要竭力學習上帝的話語，以便更多認識主，更堅定所信靠的耶穌，知道主的再來。 

所以，彼得後書一章 19～21 節可翻譯為：「而且我們有先知的話語，那是更可

靠的。關於先知的話語，你們要正確地持續留心，就如留心在黑暗的地方持續發亮的

燈一樣，直到天亮和晨星在你們的心中升起，因為要首先持續知道這件事，就是聖經

每一個預言都持續不是自己的見解，因為預言在任何時候都不是藉著人的心意說出來

的，而是因為人們被聖靈持續的感動而說出來自  神的預言。」 

 

六、追求認識主和生命的成長 

基督徒一生何求？當追求認識主和生命的成長，活出基督的樣式，讓人也認識主

和經歷生命的成長。在追求過程中，需要不斷調整前進的方向，以致與耶穌基督的方

向一致，不致迷路，進入基督的國。從彼得處理問題的方式來看，他聚焦在認識主和

追求生命的成長。若把這原則應用在今天追尋教會成長方面，我們或許可學習彼得的

方式，教導弟兄姐妹更認識主和追求生命的成長，以致可以因為認識主而經歷生命的

改變和成長，從而吸引人來歸向主。這或許是教會成長的重要元素之一。 

以下圖片顯示彼得後書第一章的思路脈絡。上帝拯救的保證借著榮耀和美善的呼

召賜下給相信耶穌的人，使他們領受恩惠和平安的應許。如何得著這應許？就是藉著

認識主。認識主的目的是重生，結果是脫離敗壞的生命，使生命變得成熟。在認識主

的過程中，基督徒需要盡一切努力，使生命在品格和聖潔上成長。這將印證基督徒的

生命是進入天國的生命。彼得不斷在有生之年竭力提醒基督徒要認識主，以主觀見證

和聖經的預言說明基督的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