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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竭力認識基督            彼後一：1-21 

 

           

基督徒已經認識了耶穌基督，然而他們需要竭力更認識祂！如此在假教訓猖獗之時方能信心

堅定不動搖；教會歷史中異端層出不窮，初代教會首當其衝。 

            

使徒彼得在前書中勸勉小亞細亞中北部地區的信徒，在世上要過聖潔的生活，等候基督的再

來以及末日公義的審判；如果有人在教會中散播流言，謂眾使徒的教導是虛構的神話故事，

基督不會再來，何妨放縱享樂，這是何等嚴重的一件事！它促使彼得立刻提筆作書。 

            

如何對抗假教訓的錯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真教訓，彼得從基督徒屬靈的生命切入，基督徒

藉著認識基督已經得到了屬靈的新生命，能夠分享上帝聖潔的性情，因此就應該活出神所喜

悅的各種美德 

，彼得以階梯的方式描述了基督徒應該追求的八種美德，當他們在屬靈上日漸成熟，對基督

的認識與日俱增，他們就更加有把握進入基督永恆的國度。 

            

當基督再來的時候，基督永遠的國度必然完全實現，然而如何確信基督會再來呢？為了加強

他們對基督再來的信念，彼得提出了兩個歷史性的證據，其一，他和其它使徒曾經親眼見到

耶穌在山上改變形像，彰顯了神的榮耀，其二，這個親眼目睹的見證足以證實舊約眾先知對

基督再來的預言是可信的。 

            

彼得以交代遺言的心情提筆作書，不論在他生前或死後，他提醒他的讀者們，要常常回憶他

的教導，竭力認識基督，永不失腳。 

 

主題 

基督徒要竭力追求認識基督並在屬靈上成長 

 

大綱 

（1）、問候（彼後一：1-2） 

（2）、竭力追求屬靈的成熟（彼後一：3-11） 

（3）、彼得的遺言（彼後一：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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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耶穌再來的兩個證據（彼後一：16-21） 

 

問題討論 

 

一、彼後一：1-

2彼得在信首的問安中如何介紹他自己？「僕人」和「使徒」這兩種身分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彼得描述他寫信的對象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如何以一個猶太基督徒的身分和這些外邦信徒

認同？ 

 

二、彼後一：3-

4甚麼是「虔敬」？基督徒所以能知道關於生命和虔敬的事是神的賜予，這個恩賜對我們的

生命有甚麼影響？信主的人可以與神的性情有分，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基督徒靈命成長的起

點從那裏開始？ 

 

三、彼後一：5-

9當信徒與神的性情有分之後，彼得勉勵他們要追求那些美德？這些美德有一定的次序嗎？

信徒要竭力追求的目標是甚麼？我們一生中能達到這個目標嗎？彼得的重點是甚麼？ 

 

四、彼後一：10-

11基督徒必須努力操練彼得提到的這些美徳才有得救的把握嗎？彼得的教導和使徒保羅因信

稱義的宣稱是否衝突？参羅十一：5-6。針對彼得後書的背景，彼得想強調的重點是甚麼？ 

 

五、彼後一：12-

15彼得受書對象已經知道，而彼得還要常常提醒的「這些事」是甚麼事？為何彼得以如此急

迫的口氣提醒他們？這段文字如何流露出彼得牧者的心腸？ 

 

六、彼後一：16這節經文暗示，有甚麼假教訓正流傳在彼得當時的教會中？使徒們受到甚麼

誣蔑？參彼後三：3-4。 

 

七、彼後一：16-

21針對否認基督會再來的流言，彼得提出了那兩個強而有力的證據來反駁這個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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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彼後一：16-18有那幾位使徒曾經見到耶穌登山變像的神蹟？參太十七：1-5，可九：2-

7，路九：28-

36。這個神蹟如何證實了耶穌的身分？為什麼彼得會以這個神蹟作為基督耶穌會再來的證據

？ 

 

九、彼後一：19-

21舊約先知如何見證基督的再來？為何先知的預言是可信的？彼得提醒讀者用甚麼態度看待

先知的預言？「天亮」有隱喻的意思嗎？ 

 

十、彼後一：20-

21彼得提醒基督徒要「知道」甚麼？最重要的，他們必須知道先知預言的來源是那裏？這種

理解如何幫助他們確信先知預言是可靠的？ 

 

 

反思和應用 

（1）、神的兒女能夠分享神聖潔的生命，而在生活中流露出各種討神喜悅的美德，在彼得

所提到的八種美德中，你認為自己需要更努力操練的是甚麼？你願意竭力追求屬靈的成長嗎

？ 

（2）、基督徒追求屬靈的成熟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而是神的命令，如果我們輕忽神的

命令，神會如何審判我們？我們會失掉救恩嗎？或者彼得只是在提醒基督徒要努力追求，不

要做一個懶散不結果子的基督徒。 

（3）、你會經常想到基督的再來嗎？你真的相信嗎？你的根據是甚麼？在你的信仰中，基

督再來這件事的意義是甚麼？它和你現在的生活有甚麼關係？ 

（4）、你對先知的預言有甚麼看法？你曾經認真查考過舊約先知對耶穌再來的預言嗎？那

些預言是否能增加你對耶穌再來的信心？ 

（5）、你如何確信聖經是神的話？你如何理解「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這句話？你的信心

是建立在甚麼基礎上？歷史性的證據對你的信心有甚麼影響？ 

 

註解 

彼得後書的作者是誰？寫作年代和地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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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現代聖經學者質疑使徒彼得是彼得後書的作者，原因是沒有足夠令人信服的外證，然而

這封書信的內證卻可證明它的作者是使徒彼得；根據可靠的教會傳統，彼得是在主後六十五

年間羅馬皇帝尼祿迫害基督徒的時候殉道，根據彼得的自述（彼後一：13-

14），這封書信是在他死前不久寫成，所以這封信是約於主後六十五年之前不久寫於羅馬。 

彼得後書的受眾是那些群體？ 

根據彼後三：1，彼得後書是彼得寫給這群受眾的第二封信，若第一封信是彼得前書，則讀

者應該是散居在小亞細亞中北部一代的教會，但有些學者以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第一封信是

彼得前書，不過從書中內證可確信一件事，就是它的對象是以外邦信徒為主的教會。 

彼得後書的主題和內容是甚麼？ 

「知識」這個字在這卷短小的書信中一共出現了十六次，其中有六次是論到關於基督的知識

，對比於假教師錯謬的知識，彼得所教導的是關於基督的真知識，這個重複出現的主題將整

卷書貫穿起來，雖然它的主題是鼓勵信徒更多認識基督，在靈命上有長進，然而它的內容卻

以斥責假教師和警告信徒防備假教師為主，彼得特別關注兩件事，就是假教師對基督再來的

否定以及他們墮落的生活方式。 

彼後一：3上帝或是基督？ 

呼召我們的「主」是指基督，彼得在這封信中特別強調基督的角色，經常以基督做為信徒要

認識的對象。 

彼後一：16-18耶穌登山變像的神蹟和耶穌的再來有甚麼關係？ 

參太十七：1-5，可九：2-7，路九：28-

36。三卷福音書的作者對這件事的記載都緊接在彼得的認信和耶穌的預言之後，耶穌在登山

變像中榮耀的顯現讓使徒們對耶穌的身分更加確信，在這件事發生之前，三位福音書的作者

分別記載了耶穌的一個預言，就是在門徒中，有人必要「看見神的國」（路九：27）、「人

子降臨在祂的國裏」（太十六：28）、「神的國帶著能力來到」（可九：1），登山變像的

神蹟指向了預言的應驗。 

彼後一：19舊約先知如何預言耶穌的再來？ 

舊約先知預言彌賽亞在歷史終結的時候將建立一個普世性的國度，耶穌在山上改變形像的這

一幕讓使徒們更加確信先知的預言。參賽十一：1-9，彌五：2，亞九：9-10。 

彼後一：20彼得提醒信徒要知道甚麼？ 

這節經文出現兩種譯法：「聖經所有的預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見解」（NIV和《新漢語譯本

》）以及「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以隨私意解說的」，第一種譯法將19節和20節作更緊密的

連結，使V.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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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這個段落呈現出合乎邏輯的因果關係：基督徒要留心先知的話（19節），最重要的，必須

知道預言不是出於人（20節）、而是出於神（21節），彼得在這個段落要強調的是先知預言

的來源，彼得的邏輯是，先知預言是從神來的，因此預言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