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後書鳥瞰(楊震宇) 
 

【《彼得後書》鳥瞰】──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為什麼要讀《彼得後書》？】 

 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在基督耶穌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並積極地仰望、等候、迎接主的再來，而

不被異端邪說欺騙誘惑，就必須讀本書。 

【如何讀《彼得後書》？】先將本書從頭至尾讀覽一遍，然後每天花二十到三十分鐘，定時定章，將

本書再讀完一遍(讀經)；並且用自己的話，將每日讀經要點和心得，一一筆記下來(寫經)。同時，為了

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五個主要問題及其答案。對這些問題，可參考《彼

得後書》重點式讀經》的資料，來對照自己所瞭解的程度。 

（一） 《彼得後書》的主旨和大綱是什麼？ 

（二） 基督徒應當如何殷勤追求敬虔生活的八個美德？ 

（三） 如何建立屬靈的洞察力，能辨認出假教師的異端邪說？ 

（四） 讀完《彼得後書》，對主再來有何新的領受？而我們當如何積極準備？ 

【本書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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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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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一 3～4)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祂，從今直到永遠。阿們！」(彼

後三 18) 

【本書鑰字】本書是一卷強調真「知識」之重要性的書信；而全書論到有關「知識」的同類詞彙如「認

識」、「知道」、「曉得」共用了十六次之多。「認識」 (一 2、3、8，二 20)在希臘原文是 epignosis，是真

正或完備的「知識」(一 5，6 ，三 18；原文 gnosis)，是個人的認知。這裡的「認識」是指在生命經歷

中，對神有完備的認識，就是知道祂的「神能」(一 3 上)，知道祂的「呼召」(一 3 下)，認識祂的「應

許」(一 4)，而不僅是在理性上的認知。因為彼得在生命經歷中，對主有了更深的「認識」。所以，在異

端猖獗的世代中，他強調在「知識」上的長進(三 18)，能使人信心堅固，不會陷入錯誤的迷途。此外，

真「知識」乃是抵擋異端最好的方法。 

【本書簡介】本書主要信息，是在注重基督徒屬靈的生活，應殷勤追求在基督耶穌的恩典和知識上長

進，防備異端，堅守真道信仰，追求聖潔，長久忍耐，盼望主的再臨(三 10～13)。在異端橫行和不敬虔

人敗壞生活的世代，我們需要藉認識神而得加倍的恩典；憑著神寶貴應許所賜的生命和敬虔，脫離情

慾的敗壞，成為神聖性情的分享者；並要殷勤追求生命的長進，結出生活的果子，好在主來的日子，

得以豐豐富富進入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本書大綱】本書共三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大段如下： 



（一） 殷勤長進──當追求的(一章)； 

（二） 防假師傅──當提防的(二章)； 

（三） 仰望主來──當謹記的(三章)。 

【本書特點】 

（一） 本書論題和常用字，與前書多有相同之處，例如寶貴的(彼後一 1，4；彼前一 7)，美德(彼後一

3；彼前二 9)，愛弟兄(彼後一 7；彼前一 22)，天使(彼後二 4，11；彼前一 12)，私慾(彼後三 3；

彼前一 15；二 11)，末世(彼後三 3，10；彼前一 5～10)，先知的預言(彼後一 19；三 2；彼前一

10～11)，自由(彼後二 19；彼前二 16)，沒有玷污(彼後三 14；彼前一 19)等。彼得前、後書都

很著重主的再來(彼前一 7，13，四 13，五 4；彼後一 16，三 4，12)。然而兩者的背景不同：前

書為苦難，後書為異端。此二書在新約中也有其獨特之處：前書對苦難的問題講論得最全面，

後書則對假師傅的行為和教訓描述得最完全。因此，這兩書之目的不相同，前書是為鼓勵和支

持在試煉和受逼迫中的信徒；後書是為警告信徒排斥異端假師傅的侵擾，及其敗壞人的道理。

前書提到為主受苦，偏重安慰之言；後書卻是提到黑暗及需要真理的光照(一 19)，多論錯誤，

激發靈命成長的重要，兩書教訓目的，雖然各有不同，但其前後互為補益，十分完美。彼得前、

後書的比較 

彼前 彼後 

主題：為主受苦 主題：教會內的異端 

在苦難中向主忠貞 在異端中向主忠貞 

外來的逼廹 內部的仇敵 

應付苦難的秘訣：盼望 應付異端的秘訣：知識 

安慰 警告 

（二） 彼得在本書特別提起他當年在變化山上親眼看見主的威榮，親耳聽見神的聲音(太十七 1～8)那

榮耀的景象，這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並影響他的一生，甚至在此刻他即將殉道時仍歷歷在目(一

16～18)。他認定主是那位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一 3)，也要領我們到榮耀裡去(一 11，來

二 10)。彼得以這將要來的榮耀勉勵受苦的信徒，同時提醒信徒不可忘記主看一日如千年，千

年如一日。主來的日子要像賊來一樣：那日，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火鎔化，故信徒當過聖潔和

敬虔的生活，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盼望那有義居中的新天新地。更當防備，不被惡人的錯

謬誘惑，而從堅固的地方墮落；反當殷勤追求，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謫，安然見主(三 8

～18)。 

（三） 神的應許一語，乃為彼得書信中特別注重的用語(彼前一 3～4；五 4；彼後一 4；二 9；三 4，9，

13)，神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是叫我們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得與神的性

情有分(一 4)，就是有了神的生命，成為完全屬靈的地步，以至進入那永遠的國度，有義居在

其中(彼前一 3～4；彼後一 11；三 13；來十二 18；十一 16)。 

（四） 「寶貴」一詞在彼得的書信中一再出現(彼前一 7，19，二 4，6～7，三 4；彼後一 1，4，17) 。

彼得特別提到：(1)我們所得的信心是「寶貴的信心」(彼後一 1)，但這信心還得經過試驗，才



能顯出比火煉的金子更「寶貴」(彼前一 7)；(2)主是神所揀選、所「寶貴」的活石，對信靠祂

的人就為「寶貴」(彼前二 4，6～7)；(3)神所給我們的是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彼後一 4)。 

（五） 本書與提摩太後書，有多處相同之點。《彼得後書》可算是彼得的遺言，正如提摩太後書是保

羅的遺言一樣。兩者成書的時間相若，使徒在書中都透露自己快將離世(彼後一 14；提後四 6)，

同時預言教會的墮落(彼後二章；提後三 1～7)，但都高舉神的聖言(彼後一 19～21，三 1～7；

提後三 15～17)和強調敬虔的生活(彼後一 3，6，三 11；提後三 12)。 

（六） 本書與猶大書多有相同之處。本書所講多是預言性質，所用時間是用將來式(二 1，13，14)，

猶大書中所講的，表明彼得的預言今已出現，其語氣是為現在式(猶 4，12，16，17)，顯見本

書是在猶大書之前寫的，證明猶大引用了本書的內容(猶 17～18；彼後三 3)。 

（七） 本書第一章中，首先論到信徒得與神的性情有分，因這緣故，要分外殷勤，要有信心、德行、

知識、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的心，愛眾人的心等，這些德行是求進步的階梯。年老彼得

的要求是，若有這幾樣，就不至閒懶不結果子，人若是沒有這幾樣，就是瞎眼的，其末了的要

求，是要信徒留意先知更確的預言，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

的，這兩方面是極為肯定而嚴厲的警告。 

（八） 本書第二章中，論到預言將來必有假師傅的出現，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將有許多人隨從他

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行不義的人，就得

了不義的工價，假師傅是敗壞的奴僕(提後三 1～9；提前六 3～5)，這些景況亦正是現今的時代，

現今教會的光景應驗。 

（九） 本書第三章中，論到主來之日子的預備，世界末日毀滅的結局，盼望新天新地的出現，以及追

求聖潔，長久忍耐，防備惡人謬解聖經等，是關乎全宇宙性的教會，全世界的信徒，最要緊的

大事，最重要的啟示和教訓。 

【默想】「(《彼得後書》)散發著基督的香氣，並滿了對衪再來的期望。」――何力生(E. G. Homrighausen)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賜給我們《彼得後書》！求祢藉著《彼得後書》提醒我們――祢的神

能、呼召、應許，使我們得與祢的性情有分，而得以豐豐富富進入祢的國。主啊，求祢激發我們，使我

們在祢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而且還積極地準備、等候、催促祢的再來。願祢的國早日降臨。我們這樣

禱告，乃是奉祢寶貝的名祈求。阿們。 

【詩歌】【認識祢真好】(《讚美之泉》耶和华祝福满满专辑) 

如同朝露中的小草，藍天中的小鳥，我整顆心被幸福圍繞。  

喔我慈愛的天父，認識祢真好，祢賜的福份別處找不著。 

你使我拋開一切煩惱，喜樂充滿在心頭燃燒。 

認識祢真好，認識祢真好，今生今世我不再尋找。 

喔主啊， 認識祢真好，認識祢真好， 

只願分分秒秒在祢慈愛的懷抱。 

視聽――認識祢真好～churchinmarlboro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ow%20good%20to%20Know%20you.mp3.htm


【《彼得後書》每日讀經計劃】(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提示：研讀這一課之前，須將全書細加研讀思想兩遍，並同時參讀彼得前書和提摩太後書。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9 

彼後 1 

寶貴應許 

30 

彼後 2 

防備異端 

1 

彼後 3 

預備主來 

     

 

【主要參考資料】 

 

（一） 瑪波羅教會每日讀經網站 

（二） 黃迦勒《查經資料》網站 

（三） 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 

（四） 倪柝聲《倪柝聲弟兄文集》和《曠野的筵席》 

（五） 馬唐納(William MacDonald) 《新約聖經注釋》 

（六） 摩根(《靈修亮光叢書》(An Exposition of the Whole Bible) 

（七） 邁爾(F. B. Meyer)《珍貴的片刻》(Our Daily Homily)  

（八） 宣信(A. B. Simpson)(The Christ in the Bible Commentary) 

（九） 麥吉(J. Vernon McGee)(Thru The Bible) 

（十） 威爾森(W.T.P. Wolston)(Simon Peter His life and Letters) 

（十一） 司可福函授聖經課程 (SCOFIIELD STUDY BIIBLE COURSE) 和司可福聖經問答   

（十二） 江守道《基督是一切》(Seeing Christ in the New Testament) 

（十三） 巴斯德 聖經查經課程  

（十四） 張伯琦《新舊約聖經原文編號逐字中譯(讀經工具書)》和《字典彙編》 

（十五） 羅伯遜 (Archibald T. Robertson)《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 (LIVING SPRING GREEK NEW 

TESTAMENT EXEGETICAL NOTES) 

（十六） 文森特(M. Vincent)《新約字句硏究》(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十一月二十九日月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09&M=11&D=29&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09&M=11&D=30&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09&M=12&D=1&Seq=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Daily%20Devotion/2012%20Daily%20Reading.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index.htm
http://bible.fhl.net/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christdigest/NiTuoSheng/nituoshen/index.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christdigest/NiTuoSheng/a.doc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5/Bible%20Study/Macdonald/index.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5/Bible%20Study/Macdonald/index.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christdigest/Our%20Daily%20Homi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christdigest/Scofeild.pdf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christdigest/QuestionsAndAnswers.pdf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Chrsit%20in%20NT.pdf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5/Bible%20Study/BibleResearch/BibleResearch/index.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5/Bible%20Study/BibleResearch/BibleResearch/index.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Daily%20Bible%20Reading/A%20T%20Robertson/Greek%20NT%20Roberson.htm


讀經 彼後一；屬靈成長。 

重點 《彼得前書》寫於羅馬皇帝尼祿對基督徒進行大逼迫之前；《彼得後書》則

寫於兩或三年後逼迫加劇的時候，即主約後六十六或六十七年。這二封書

信的寫作對象相同，然而目的卻不同，前書是為教導他們如何面對逼迫(外

來的逼廹)，後書則為提醒他們如何對付異端邪說(內部的困擾)。彼得前書

所著重的是患難中的盼望，但後書所著重的卻是在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彼得送出前書後，知悉有假師傅在各地教會出現，傳講異端。他們否認主，

不信主的再來，而且充滿邪淫、貪心、毀謗、行事不義和好譏誚(二至三4)。

這種內在的攪擾比外在的逼迫更可怕，所以彼得就寫了後書，揭露假師傅

的真相，好叫他們有所防備(三17)，更重要的是趁自己還未離世前激發他們

(一13，三1)，勉勵他們要殷勤追求在基督耶穌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一5～

11，三14，18)，因為這是抵擋異端的最好方法。 

《彼得後書》第一章1～2節是本書的引言與問候。彼得以作耶穌基督的僕

人和使徒，寫信給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1節)。既然是這樣，這封信也是

寫給我們的。他指出只有認識神和我們主耶穌，才能能夠經歷恩典與平安

(2節)。 

3〜11節論到屬靈成長的基礎和階程。首先，彼得提起因為認識那用自己榮

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而領受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脫離敗壞，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3～4節)。因這緣故，他勸勉我們要分外殷勤，追求屬靈生命

成長的八種美德：信心、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的心(原

文philadephia) 、愛眾人的心(原文agape)等(5～7節)。他說「有了，還要加上」，

表示不停止的長進。這是屬靈生長的八個階程，由「信」開始，以「愛」

為總結。這樣的長進能叫我們：(1)結果子(8節)、(2)堅定不移(10節上) 、(3)

永不失腳(10節下)及(4)豐豐富富的進入神的國(11節)；否則如不努力長進，

就：(1)不結果子(8節)、(2)眼瞎(9節上)、(3)只看見近處的(9節下)、(4)善忘、

(5)失腳(10節)。藍斯基（R. C. H. Lenski）則這樣說：「這種美德，是用來與

假先知（二1）及他們的假信仰生活作對照的。他們所有的不是德行而是恥

辱；不是知識而是魯莽無知；不是節制而是放蕩淫亂；不是在善事上忍耐

而是在惡事上堅持；不是虔敬而是不虔；不是愛弟兄的而是憎恨神的兒女；

不是真正的愛心而是令人心寒的冷漠。」 

12～21節，彼得因為自己離世的時間快到，所以苦口婆心地提醒我們，要

留意基督榮耀的見證和發亮的神的話。首先，彼得以自己在主登山變像的

經歷，見證親眼見過及親自聽見主的威榮，足可證明祂神聖的身分和祂榮

耀降臨（既主再來）的必然性(12〜18節)。接著，他以舊約的先知早已預言



主要在榮耀降臨中，鼓勵要鄭重這些神的啟示，如同燈照在暗處，直等到

天發亮，晨星出現的時候(19節)。最後，彼得強調不可胡亂按照自己意思解

釋聖經，因為聖經的預言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20〜21節)。 

【彼後一 5〜7 屬靈成長的八階程】奧爾信（Orshone）的父親過去常用以下

的演繹方式，將這段經文念給他的兒子們聽：「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大衛的勇

毅；有了大衛的勇毅，又要加上所羅門的知識；有了所羅門的知識，又要加

上約伯的忍耐；有了約伯的忍耐，又要加上但以理的虔敬；有了但以理的虔

敬，又要加上約拿單愛弟兄的心；有了約拿單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約翰的

愛心。」──馬唐納《新約聖經注釋》 

【彼後一19「天發亮，晨星出現」所指為何？】較合理的解釋：「晨星」是

指主自己，因主耶穌基督被稱為「明亮的晨星」（啟廿二16）；在舊約的先

知早有預言「有星要出於雅各」（民廿四17）。關乎基督再來的預言，我們

須在心裏留意在聖經上的話，如同在黑暗中明燈照亮，直到主耶穌顯現與

祂的聖徒為止。 

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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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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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後一 3～4) 

鑰字 「認識」(彼後一 3)──是本書的鑰字，原文為 epignosis，由外延（epi「在

上」）與直覺（gnosis「知識」）兩字組成，是真知識，完全認識，充分、確

實的認識之意。這裡的「認識」表達的是包含建立關係的「認識」；而不僅

是指道理上客觀的「認識」，並且也指經歷上主觀的「認識」。因著我們確

實「認識」那位用自己的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的主，就領受一切關乎生命

和虔敬的事；而使我們因祂賜給的應許，脫離情慾的敗壞，且有分於神的

性情。因此我們對三一神的「認識」，必須不斷的增長，而充分、深刻、透

澈的「認識」，才能活出敬虔的生活，並抵擋異端的教訓。 

綱要 本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段： 

（一） 引言與問候(1～2節)──因認識神和主耶穌，恩惠、平安多多加給； 

（二） 屬靈成長的基礎和階程(3〜11節)──寶貴應許，八種品德，四大果

效； 

（三） 彼得見證主的威榮和降臨(12～18節)──親眼看見，親耳聽見，親

身經歷； 

（四） 先知預言主再來的憑據(19～21節)──要留意，不可私意解說。 

核 心

啟示 

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基督徒對主要有充分、確實的「認識」，因多得

恩惠和平安(2節)；領受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3節)；在認識基督上多結



果子(8節)。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二件事： 

（一） 彼得的經歷──在一章3節，彼得在此特別把主的榮耀和美德與基

督徒對主的「認識」連接在一起。這令我們想起路加褔音五章8節，

主的榮耀懾服了彼得，以致他喊著說：「主阿！離開我，我是個罪

人！」當他提到我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可以使我們永不

失腳時(一10)，我們立即想起主預知彼得的跌倒，以及如何鼓勵他。

主說：「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

堅固你的弟兄」(路二十二32)。彼得在一章16～18節，特別提起他

當年在變化山上親眼看見主的威榮，親耳聽見神的聲音(太十七1～

8) 。那榮耀的景象，這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並影響他的一生，甚

至在此刻他即將殉道時仍歷歷在目(一16～18)。所以他認定主是那

位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一3)，也要領我們到榮耀裡去(一

11，來二10)。 

（二） 我們的責任──在異端橫行和不敬虔人敗壞生活的世代，認識主對

基督徒而言實在太重要了。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3節)，神

都定意藉著對祂的「認識」而分享給我們。我們不光「有」神的生

命，還必須在生命經歷中，(1)「認識」那召我們的主並支取神生命

的大能；(2)憑著神寶貴應許所賜的生命和敬虔，脫離情慾的敗壞，

成為神聖性情的分享者；(3)並要殷勤追求生命的長進，結出屬靈的

果子，就是信心、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的心、

和愛眾人的心愛的美德。因此，我們越充足的「認識」主，生活就

越敬虔，生命就越長進，就越多增屬靈的美德；反過來說，我們生

活越敬虔，生命就越長進，就越有美德，就越多的「認識」主。這

樣，在主來的日子，我們必得以豐豐富富進入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

的國。 

默想 （一） 1～11 節指出神的神能、呼召、應許，使我們得與祂的性情有分，

因此我們須靠神生命性情，殷勤追求八德，得以豐富進入神的國。

我們對主的認識有幾深？我們是否仍不斷「殷勤」地追求靈命長

進呢？聖經要我們「加上」的八種美德，有哪些是我們要加強的

呢？ 

（二） 12～21 節指出有關主耶穌將來要再來的啟示，因此我們要留意基

督榮耀的見證和發亮的神的話。對彼得的提醒、見證和聖經預言

的教導，有關主再來的必然性，是否影響我們的生活態度呢？ 

禱告 感谢神，赐给我們生命和敬虔的事，使我們成為神聖性情的分享者。願我



們一生藉著各樣境遇，更深地認識袮、愛袮。 

詩歌 【我願更多認識基督】(《聖徒詩歌》277 首) 

一、 我願更多認識基督，更多追蹤祂的道路； 

更多認識祂的救贖，更多享受祂的豐富。 

（副）更多認識基督，更多認識基督； 

更多認識祂的救贖，更多享受祂的豐富。 

二、 更多認識復活大能，更多經歷無窮生命； 

更多取用升天權柄，更多有分榮耀得勝。 

三、 更多得著聖靈啟示，更多知道父神意思； 

更多看見幔內的事，更多效法基督的死。 

四、 更多相信主的聖言，更多倚靠祂的恩典； 

更多愛慕祂的顯現，更多盼望祂的王權。 

視聽――更多認識基督～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三十日 

讀經 彼後二；防備異端。 

重點 《彼得後書》第二章詳論假師傅之出現、教訓、危險及其結局。彼得預言

將來必有假師傅的出現(1～2節)，他們的言語行為都是為了牟利(3節)，他

們毀謗真理(2，10，11節)，又放縱自己的情慾(12～17節)，口出狂言(18～

19節)，但最後他們必遭神的審判和刑罰(3～10，20～22節)。本章，彼得描

述假師傅(既異端教師)的特徵： 

（一） 私自引進異端(1節上)──使人們不知不覺地上當； 

（二） 不承認買他們的主(1節下)──口裏雖稱主為主，內心和行為卻不

尊主為大； 

（三） 行為邪淫(2節)──行為放蕩不羈，不受真理的約束； 

（四） 貪財取利(3節上)──為利混亂神的道(林後二17)； 

（五） 捏造言語(3節中)──創造新的術語、名目和說法(徒十八15)； 

（六） 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10節上)──追求肉身的享受； 

（七） 輕慢主治之人(10節中)──目中無人，惟我獨尊； 

（八） 膽大任性，不知懼怕(10節中)──無法無天，玩弄法律和政制； 

（九） 毀謗在尊位的(10節下)──說別人壞話，以高抬自己； 

（十） 好像沒有靈性(12節)──看不出是隨從靈而行(加五16，25)； 

（十一） 喜愛白晝宴樂(13節上)──公然追逐聲色之娛； 

（十二） 以自己的詭詐為快樂(13節下)──以欺騙別人為能事； 

（十三） 滿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14節上)──被淫亂思想所驅役，結果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77.htm


終有一天爆發男女問題； 

（十四） 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14節中)──專以靈性幼稚的人為對象； 

（十五） 心中習慣了貪婪(14節下)──貪婪成性，永不知足； 

（十六） 離棄正路(15節)──棄絕十字架的道路，轉向「成功」哲學； 

（十七） 是無水的井(17節上)──沒有生命的流露； 

（十八） 是狂風催逼的霧氣(17節上)──興風作浪，喜搞運動，卻一下子

就無影無蹤(沒有結果)； 

（十九） 說虛妄矜誇的大話(18節上)──常自誇多屬靈、多有亮光； 

（二十） 用肉身的情慾和邪淫的事引誘人(18節中)──使人從屬靈的事物

轉向追求今世的享受； 

（二十一） 引誘那些剛才脫離妄行的人(18節下)──以初信主的人和屬

靈造詣不深的人為作工的對象； 

（二十二） 應許人，自己卻(19節)──所講論的，自己作不到；只會描

繪「美門」，自己卻不能進去(參徒三2)； 

（二十三） 曉得義路，竟背棄了聖命(21節)──有真理知識，卻不受神

話語的管束(參太廿三2～3) ； 

（二十四） 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吃(22節上)──自己所定罪的，卻照

行不誤； 

（二十五） 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輥(22節下)──只會依著人的意思

懊悔，過後又犯(林後七10)。 

彼得指出假師傅受審判的結局： 

（一） 他們給自己帶來快速的滅亡(1、3節下) ──自召來的悲慘結局； 

（二） 他們必如墮落的天使一樣受刑罰(4節)──神賞罰分明，背叛的行

為，實在不配蒙神寬容(創六1～4；啟十二4，9)； 

（三） 他們必如上古不敬虔的人一樣滅亡(5～8節) ──因隨從逆性的

情慾行淫，被神定罪、降罰(創十八20；十九24)； 

（四） 他們正在敗壞人的時候，自己必遭遇敗壞(12節)──害人終必害

己，必在他們的敗壞上遭遇敗壞； 

（五） 他們必被咒詛(14節)── 活該受到神的刑罰(3，9節；三7) 

（六） 他們必如先知巴蘭一樣，為自己的過犯受了責備(16節)──成為

比驢都不如的牲畜，而受了神的責備(申十八20)； 

（七） 他們必自食其果(22節)──如 豬狗不能辨別乾淨與污穢(箴廿六

11)。 

【『異端』邪派的共同特徵】雖然基督教中有很多的「異端」邪派，但它

們都或多或少具有如下的共同特徵，我們可以藉此慎思明辨： 



 (一)有一位能力極強的領袖：通常「異端」邪派都是由一個領袖開始的，

這一個人具有個人的魔力，頗有才氣，故能吸引群眾，並且啟發跟隨者對

他有信心。 

 (二)相信自己是神在當代唯一的代言人：通常有野心和自我意識極強的

人，都會到一個地步，就是相信神已經呼召他，成為當代唯一的代言人，

來向人傳講神的旨意。 

 (三)以其領袖的解經為根據：「異端」邪派通常以其領袖的言論和著述，

作為他們的教義和生活的最高指示；對於聖經的解釋，也得以領袖的看法

為看法；又常在聖經以外，聲稱擁有新的啟示，藉以建立「經外權威」。 

(四)高抬領袖到接近神，或甚至神格化：「異端」邪派的領袖通常喜歡倡導

「人成為神」論，在其信息教訓中，一面斥責跟隨者變化成為「神」的成

份太少，一面自詡已經變化到近乎神的地步，使跟從者不知不覺將他視同

「神」來崇拜。有的「異端」邪派乾脆將其領袖神格化，並以特別的名字

來稱呼他，如：「再臨耶穌」、「末世的最後一個僕人」、「唯一的職事」、「神

的羔羊」、「四位一體」。 

(五)相信自己所屬的教會是唯一的真教會：當「異端」領袖獲得一些擁護

他們的人，就深信他的群眾是神從基督教中特別呼召出來的，是神唯一的

真教會。至於其他的基督教，都屬於該受咒詛的巴比倫。「異端」邪派只

承認那些接受其領袖節制的眾教會，故在基督教中自成一個體系；在他們

的心目中，只有他們中間的教會和信徒，纔能有分於所謂「基督的身體」。 

 (六)末世的信仰：大部份的「異端」邪派宣稱如今是末世的時候了，而神

選召他們的教會，差他們出去警告世人將臨到的審判。他們強調世界末日

的臨到，帶給人們危機意識，使人恐慌及懼怕。他們又告訴人們說，在這

可怕的世界末日臨到之前，唯一可活的道路，就是加入他們的教會。只有

他們纔是「得勝者」，可以免受「大災難」，而且被提，將來在千年國度裏

與基督一同作王掌權。 

 (七)熱心傳教活動：因為有以上這樣的信仰，促使他們利用各樣的傳播工

具，甚至挨家叩門，逐戶訪問，宣揚他們獨特的教義，可算是無孔不入，

他們的熱心使我們想起主耶穌的話：「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

有禍了，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

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太廿三15)。 

(八)定期訓練，施予密集的教義灌輸：對於青年人和新入教的信徒，幾乎

毫無例外的，均施予嚴格的教義灌輸，在「受訓」期間，要接受洗腦式的

疲勞轟炸，初步的階段完成後，再予以高級的訓練。 

 (九)強調完全的交託：教導信徒要有獻身感，甚至為「教會」要捨棄一切，



把財產都捐出來，並要甘願為信仰作任何犧牲，奉獻時間、精力，為他們

的團體提供免費或廉價的服事。 

 (十)排除異己的態度：「異端」邪派的領袖一般說來都十分固執，常對「外

人」存懷疑和敵對的態度。「內部」也不容許有人唱反調；他們宣稱若有

人這麼做，一定是出於魔鬼。 

 (十一)嚴密的內部組織：「異端」邪派的教會組織是金字塔式的，「異端」

邪派的領袖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權柄，應受跟隨者絕對的尊敬和順從，有些

甚至恐嚇一些不聽話的，警告他們若是背叛，將有災禍臨頭，或告訴他們

加入了組織，就絕不許回頭。 

 (十二)反社會的行為模式：他們不僅教導信徒敵視世界，並且也輕看其他

的基督教團體。他們儘量與外部斷絕關係，具有封鎖的傾向。 

 (十三)不重視倫理道德：「異端」邪派常以神的旨意與名義，用他們獨特

的教義，將一些非倫理和非道德的事情，例如：不道德的性生活、暴力行

為、強奪信徒的財產和人權、在法院作偽證、習慣性的欺騙等，使之合理

化與合法化。 

 (十四)輕看十字架的道理：「異端」邪派有他們獨特的教導，使信徒不知

不覺受其洗腦，認為十字架的道理已經落伍，若要靈命長進，仍以他們所

發現的新方式如：「操練靈」、「釋放靈」等為捷徑。 

(十五)關心工作的延續：「異端」邪派的創始人，萬一面臨死亡的關頭，他

們所念念不忘的，並不是神的榮耀和基督的見證，也不是信徒們的益處，

而是他們的工作和家人──如何延續並保存其既得成就。── 黃迦勒《慎

思明辨》 

鑰節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

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的滅亡。 (彼後二

1) 

鑰字 「假師傅」(彼後二1)──指假的教師，教導錯誤道理者。彼得描述他們：

(1)私自引進異端，(2)否認主，(3)行為邪淫，(4)貪財取利。因此他們是敗壞

的奴僕(提後三1～9，提前六3～5)，而人心會因隨從他們世俗化，甚至會

帶進教會的分裂。這些景況亦正是現今的時代，現今教會的光景應驗。所

以，我們對於各種的道理教訓，應多方注意、謹慎，抵擋「假師傅」，拒

絕歪曲真理的人，以免被迷惑，跌進假教義、異端邪說和迷信中。 

此外，我們需要有屬靈的洞察力，堅守神的話，拒絕一切不合乎聖經的，

而且要學習服在聖靈的權柄底下，對超自然的事不好奇，不接觸異端、逃

避異端、拒絕異端。另一面我們只要觀察「假教師」的信仰內容、對神的



態度、與人相處的動機、他們的言行生活等等，就可以辨認出他們是不是

「假師傅」。 

綱要 本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段： 

(一)假師傅私自引進異端教訓(1～3節上)── 

    (1)假師傅和異端教訓的定命(1節)， 

    (2)假師傅和隨從者的行為叫真道被毀謗(2節)， 

    (3)假師傅散播異端教訓的動機──貪心(3節上)； 

(二)神對不法之人和事的反應(3節下～11節)── 

    (1)他們必如犯罪的天使一樣受刑罰(3節下～4節)， 

    (2)他們必如上古不敬虔的人一樣滅亡(5～8節)， 

    (3)神賞罰分明，所以連大能的天使也不敢輕慢主治(9～11節)； 

(三)假師傅行為的敗壞 (12～22節)── 

    (1)他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以自己的詭詐為快樂(12～13節)， 

    (2)他們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了貪婪(14～16節)， 

    (3)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用邪淫的事引誘人作敗壞的奴僕(17～22

節)。 

核 心

啟示 

這一章經節提醒我們，每個時代都有假先知、假教師的出現。因為哪裡有

神拯救人的真理，哪裡就有撒但叫人沉淪的詭計。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的，彼得在第二章十四節和第十八節用「引誘」二字，在希臘原文(deleago)

的意思原是「放上魚餌」──這是打魚之時慣用的話。彼得的意思是說：

「小心，你們最危險的仇敵，就是那些用魚餌和隱藏的魚鉤來欺騙你們的

假教師！」假教師往往都是狡猾詭詐的，因為他們魚目混珠，偷偷地帶進

和秘密地混入自己對聖經的見解，引誘人離開基督，而歸向他們自己。而

所有的異端未必是百分之百的異端，乃是異端混在真理中，以致不易發

覺。但這些假教師花言巧語，流利地高談闊論聖經的術語，教導却模棱兩

可，而且心術不正，試圖以敬虔得利 (提前六5)，結果害人不淺，叫許多

人往錯謬裏直奔。 

我們如何提防假教師將對基督和祂的工作的錯誤解釋和教導呢？我們需

要有屬靈的洞察力，堅守神的話，拒絕一切不合乎聖經的，遵守一切合乎

聖經的；而且要學習服在聖靈的權柄底下，對超自然的事不好奇，不接觸

異端，逃避異端，拒絕異端。另一面我們只要觀察假教師的信仰內容、對

神的態度、與人相處的動機、他們的言行生活等等，就可以辨認出他們是

不是假師傅。所以，對於任何所謂「最高啟示」代言人的書報、錄音帶和

電視的信息，都要用神的話去檢驗；對於所謂「唯一實行」的代領人，都



須以敬虔的生活來驗證。我們必須警醒，求神憐憫，保守、搭救我們脫離

諸般的試探。 

【誤認燈光】主後一九五三年二月底，有一艘法國一萬二千噸的巨輪遇險，

擱淺在海底礁石之上，以致船身中部折斷。數十人因此喪生；其餘搭客雖

然得慶生還，但卻被迫全都擠在黑暗的尾艙中，飽受驚慌；財物也損失不

少。這艘巨輪是怎樣遇險的呢？據說是因為當時的天氣有霧，駕駛的人誤

認岸上的燈光為燈塔的燈光，致招大禍。有人帶上有色的眼鏡讀聖經，憑

著私意解釋聖經，自以為這就是神的光，結果反叫靈命受到虧損，甚至走

上岔路。以賽亞書五十章十一節說：「凡你們點火用火把圍繞自己的，可以

行在你們的火燄裏，並你們點的火把中。這是我手所定的，你們必躺在悲

慘之中。」 

默想 （一） 1～3節指出假師傅的出現和錯謬。在異端猖獗的世代中，我有沒

有遇到？ 我們是否能辨認出哪些團體如東方閃電派(又稱全能

神教會)、統一教、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安息日會等，是明顯

的異端教派嗎？我們可否指出他們的錯謬在哪裏？ 

(1) 在信仰上：ˍˍˍˍˍˍˍˍˍˍ  

(2) 在實行上：ˍˍˍˍˍˍˍˍˍˍ  

(3) 在組織上：ˍˍˍˍˍˍˍˍˍˍ  

(4) 在道德上：ˍˍˍˍˍˍˍˍˍˍ  

(5) 在言論上：ˍˍˍˍˍˍˍˍˍˍ  

(6) 在事奉帶領上：ˍˍˍˍˍˍˍˍ  

(7) 在對掌權者上：ˍˍˍˍˍˍˍˍ 

（二） 4～9節引證歷吏的鑑戒。基督徒見罪而震驚之心，乃防罪之最佳

保證。我們對周遭的罪行是否視若無睹嗎？ 

（三） 10～22節指出假師傅的行事為人和罪行。他們有什麼負面影響？

他們有又什麼結局？聖經教導我們怎樣提防他們？ 

（四） 幫助我們去檢驗假教師的二個秘訣：(1)「他對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採取什麼態度？」和 (2)「他的行事為人如何？」 

禱告 親愛主，袮來的日子近了，將會有更多離經叛道的事出現，求袮憐憫、保

守、搭救我們，使我們能分辨並脫離一切假師傅的迷惑。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聖徒詩歌》319 首第 8～10 節) 

(八) 主阿，我今求你，施恩引導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過此黑暗罪世。 

(九) 撒但、世界、肉體，時常試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將貽羞你名！ 

(十) 現今時候不多，求主使我脫塵； 

你一再來，我即唱說：阿利路亞！阿們！ 

視聽――主愛長闊高深～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一日 

讀經 彼後三；殷勤等候主再來。 

重點 《彼得後書》第三章的重點是關於殷勤等候基督再來的勸勉。全章共提到

四次「親愛的弟兄啊」(1，8，14，17節)，按原文僅有「親愛的」，而無「弟

兄」字樣，可依此將本章分為四段：(1)當記念的事(1～7節)；(2)當不可忘

記的事(8～13節)；(3)當殷勤的事(14～16節)；(4)當防備的事(17～18節)。 

1～7節，彼得鼓勵我們要記念聖經上有關主再來的預言(1～2節)，並且要

知道末世必有人譏誚、反對主再來的事(3～7節)。首先，在1～2節，彼得

解釋了他寫這封信的原因乃是提醒，激發信徒誠實的心，並且當記念有關

主再來的三件事：(1)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2)主救主的命令；(3)使徒所傳

的命令。接著，3～7節，他反駁那些議誚主要降臨者的人，他們主要的譏

誚重點：(1)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2)假設從列祖到如今，從創世到現在，

萬物都沒有改變，仍是一樣；(3)故意忘記神的創造和洪水的審判。彼得指

出雖然現在天地還未受審判，因神創造諸世界仍然憑著那命令而存留，但

到審判的時候來到，神就會審判那些不敬虔的人。 

8～13節，彼得提醒我們不可忘記主必再來(8～10節)，並且當切切仰望主

的再來(11～13節)。他從五個方面，澄請主再來是必然的事實：(1)主看千

年如一日(詩九十4)；(2)主再來時間的遲延是因神的寬容和忍耐；(3)主再來

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太 24:43～44，路 12:39～40)；(4)那日天地將經歷

極大大改變，天地都要被烈火滅盡；(5)新天地將出現，有義居在其中。 

14～16節，彼得勸勉我們當殷勤過聖潔、敬虔的生活(14節)，並且要學習

主的長久忍耐(15節)，使我們在主再來時，能安然見主(14節)。彼得提到保

羅的書信和別的經書作為支持對基督再來的教導，但不可強解(16節)。聖

經是一本奧妙的書，古今中外找不出有兩個人對聖經所有的真理看法都一

致，因此最要緊的是，基本救恩的原則真理(例如三一神的位格、十字架的

道理等)必須堅持正統的解釋；至於一些深奧、艱澀、模糊，不容易瞭解的

道理，最要緊的是不可強解，以免曲解經文，背離了原意。契斯特頓(G. K. 

Chesterton)說得好，「持守正統教訓就好像走在狹窄的山脊上。這山脊幾乎

像刀尖一般窄。人只要稍微向任何一邊偏離一步，便立刻招致大禍。真理

往往包含著兩面，若我們過分強調這些偉大真理的任何一面，毀滅性的異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端將立刻出現。」 

17～18節，彼得提醒我們當防備受人誘惑(17節) ，並且要在恩典和知識上

不斷長進(18節上) 。之後，彼得將榮耀歸給救主(18節下) ，結束此書信。 

鑰節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

日。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

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三 8～9) 

鑰字 「躭延」(彼後三 9) ――希臘原文(braduteta)，意推遲，遲鈍，緩慢。主再

來的應許所以仍未成就，並不是因為祂故意「躭延」，而是我們尚未準備

好。對於永遠的神，要緊的不是時間，乃是祂的話要成就的事實。無論祂

應許了甚麼，遲早總要成為事實。祂尚未成就的再來，其實不是「躭延」，

乃是因祂慈愛憐憫的心腸，叫人仍有機會悔改，好積極準備自己。因此，

讓我們重視與珍惜每日神所賜的恩典，而過聖潔、敬虔及傳福音的生活，

就能安然迎主(14 節)。 

「主的再來乃是我們榮耀的盼望，我們在等候主再來的過程中，該有一種

合式的生活，有一種等候的態度。世上有許多人是沒有信主的，我們必須

知道，我們絕不能與他們一同傳所謂的福音。人基本的需要是生命，不是

物質的滿足，也不是心理的滿足。得救乃是信徒基本的原則。我們不能讓

社會裏，沒有得救的人，去作福音的工作。他們所謂的社會福音，並不是

福音，他們把主的救贖抹煞了。我們傳福音乃是盼望人得救，我們不是盼

望解決社會的問題。我們是受主的託付，來拯救每一個失喪的人。所以今

天我們在作人的地位上，可以盡力的幫助人；但我們也必須認識，我們是

受限制的人，我們在地上主要所作的，乃是把人帶到神面前。 

在主還沒有成為肉體，就是還沒有第一次來以前，每一個人都是罪人，住

在罪人的世界中。當主第一次來之後，所有信主的人是義人，但住在罪人

的世界中。然而主第二次來時，我們就是義人，要住在義的世界中。所以

我們要給初信的人看見，我們今天在地上活著，要盡基督徒作人的本分，

我們總得使更多的人得救。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其餘的問題，主再來時

都會得著解決。世界上各樣的異象、預兆都使我們知道，主來的日子近了，

所以我們不能不儆醒等候。」――倪柝聲 

綱要 本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段： 

(一)當記念的事(1～7節)―― 

    (1)當記念聖先知豫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1～2 節) ， 

    (2)末世必有人譏誚主要降臨的應許(3～4 節)， 

    (3)他們故意忘記從前的世界被水消滅，將來則被火焚燒(5～7 節)； 



(二)不可忘記的事(8～13 節) ―― 

    (1)主不是躭延，乃是寬容(8～9 節)， 

    (2)主的日子必像賊來到，一切必被烈火銷化(10～13 節上)； 

(三)當殷勤的事(14～16節)―― 

    (1)使自己無可指摘，安然見主(14節)， 

    (2)學習主的長久忍耐(15節)， 

    (3)不強解保羅的書信和別的經書(16 節)； 

(四)當防備的事(17～18節)―― 

    (1)當防備惡人的錯謬誘惑(17 節)， 

    (2)要在主的恩典和真知識上有長進(18節)。 

核 心

啟示 

本章彼得提醒我們如何積極準備主再來，可分為四點： 

(一)應當持守聖經上有關主再來的預言，抵擋好譏誚的人(1～7節)。 

(二)不可忘記主必再來，且要切切仰望那日的來到8～13節。 

(三)應當殷勤過聖潔、敬虔的生活，並且要學習主的長久忍耐14～16節 

(四)應當在恩典和知識上不斷長進(17～18節)。 

因此，有九件不可忽略的事： 

(一)該受激發的事──誠實的心，或作純潔的心(1節)。 

(二)該記念的事──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2節)。 

(三)該知道的事──末世必有人譏誚主再來的應許(3～4節)。 

(四)該思想的事──這世界的創造和存廢都在乎神的話(5～7節)。 

(五)該留意的事──主的應許為何尚未成就(8～9節)。 

(六)該盼望的事──不是那要過去的舊天舊地，乃是永遠長存的新天新

地，有義居在其中(10～13節)。 

(七)該殷勤的事──使自己無可指摘，安然見主(14～15節)。 

(八)該避免的事──深奧、艱澀、模糊，不容易瞭解的道理，不可強解(16

節)。 

(九)該長進的事──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17～18節)。 

【兩種不同的人】有人說關於主再來，可分為「公雞」，「貓頭鷹」兩大派。

黎明「公雞」啼聲擾動許多沉睡的人，「貓頭鷹」在黑夜喜好寧靜，於是

這一派的人不大喜歡講到耶穌基督再來的預兆。相信這兩派都有對與不對

的地方。耶穌基督在《聖經》中講到許多關於再來的預兆，不是叫我們去

訂日期，目的在於教我們警醒、謹慎、禱告、多事奉，積極地仰望、等候、

迎接主的再來。 

默想 （一） 1～7節指出我們應當持守主再來的應許，抵擋好譏誚的人。好譏



誚的人怎樣反對「主再來」的教訓呢？彼得在本書中如何駁斥這

些人呢？如果基督徒不以「主再來」為念，是否亦會落入「故意

忘記」的地步呢？ 

（二） 8～13節指出我們應當不可忘記主必再來，且要切切仰望那日來

到。如何解釋，主再來的應許至今仍未落實呢？我們能否體察到

神的心腸和旨意呢？ 

（三） 14～15節指出我們應當過聖潔、敬虔的生活，而安然迎主。彼得

提醒我們不僅要等候主再來，而且還要積極準備迎接祂的再來。

我們是否已開始積極準備呢？還是仍只努力經營今世的生活呢？

對主的再來，我們是否殷勤盡本分和忍耐等候呢？ 

（四） 16節指出應當裝備主話，切勿曲解。當遇上難解的經文時，我們

當怎樣處理呢？ 

（五） 17～18 節我們指出應當在恩典和知識上不斷長進。我們在生活中

是否繼續不斷地領受神的恩典和祝福，且在知識上日益增多呢？ 

禱告 親愛主，謝謝袮寬容的耽延。願我們常被提醒袮快再臨，好儆醒預備迎接

袮的再来，並接受託付、殷勤傳福音，直到得救人數添滿。 

詩歌 【自伯大尼袮與我們分手後】(《聖徒詩歌》319 首第 6～7 節)) 

(六) 日出日落，一世過去又一代，你的聖徒生活、等候、安睡； 

一位一位，他們已逐漸離開，一次一次，我們望你快回。  

我主，為何你仍沒有顯動靜，天仍閉住，我們觀看仍對鏡， 

我們在此依然等候再等候，哎呀，是否我們等候還不夠？  

(七) 當我回想，我已等候多長久，不禁歎息，低頭獨自流淚； 

 求你別再遲延不聽我要求，現今就來接我與你相會。  

來罷，我主，這是教會的求呼！來罷，我主，請聽聖徒的催促！ 

來罷，歷世歷代累積的共嗚，我主，能否求你今天一起聽？ 

視聽――自伯大尼袮與我們分手後～churchin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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