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后书释义(林献羔) 
 

目录： 

彼得后书总论...  

第一章  信徒成长的指示...  

第二章  信徒成长的危机... 

第三章  信徒成长的盼望...  

 

彼得后书总论 

 

我们谈论过彼得前书，有人认为彼得前、后书不是同一个作者写。那就让我们先看看彼得前、后书，

看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一、彼得前后书 

1．被怀疑 

近几个世纪，多人认为后书的风格与前书不同。 

 

其实 2 书有些差异，有几个原因：主题、形式、目的、写作时间、环境、数据源或模式，及抄写文士

的不同。 

 

也有说：前书说西拉协助写彼得前书（彼前 5：12），而后书没有这种说法。这就证明 2 书在风格上有

差别的原因。 

 

也有说：彼得后书 3：15－16 提到保罗写的书信，可能后书是在彼得死后才写成的。但请注意，保罗书

信在较早时期已经被收集，其中有些在彼得去世前已存在，而且可能留存了 10 多年。 

 

2．前后书是同一人写的 

彼得明言这是致读者的第 2 封信（彼后 3：1）。2 书都用了广泛而又丰富多彩的词汇，与彼得在使徒行

传中的多次讲道和生平的事迹相符。 

 

彼得散发着基督的香气，并满有对基督再来的盼望。 

 



二、作  者 

有人否定后书是彼得写的。可能是当时有几本伪经借用了彼得的名字，传播诺斯底主义的异端。第 2

世纪许多人对此有疑惑；第 3－4 世纪又有许多伪经出现，如《彼得的启示》等。但从来没有任何教会

认为这书信是伪造而拒绝接受的。可见这书信在正典中有独特的地位。 

 

1．外证 

最先承认彼得书信的是俄利金（185－253 年）。这书信终于在老底嘉大会（公元 363 年）上被教会接纳

为经典，又在迦太基大会上终于确定它的地位（公元 397 年）。在优西比乌以后，本书广泛地被接纳为

正典。彼得后书是最后被接纳为新约正典的一卷书。 

 

2．内证（彼后 1：1） 

在 1：3 里彼得将信徒形容为蒙主所呼召的。 

 

请注意，路加福音 5：8 主的荣耀慑服了彼得。 

 

当彼得提出可以使读者永不失脚的良方时（彼后 1：5－10），我们想起他的跌倒及因此所受的痛苦。 

 

他蒙耶稣指示自己快要离世（1：14），这与约翰福音 21：18－19 相吻合。他年老被杀，看彼得后书 1：

13－15“帐棚”及“去世”2 词，请参路加福音 9：31－33。从彼得后书 1：16－18 他对山上变像的引

述，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三、收信人 

从 1：1 和 3：1 可以证明彼得后书与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相同的。他们是散住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北

一带的地方，多半是第 2 代的基督徒（1：15）。他们受逼迫，比受罗马的逼迫更危险。彼得知道自己时

日不多，他先写信提醒他们。 

 

四、目  的 

彼得得到了前书所说的地区来的消息，是异端流行：不承认主的救赎（2：1），不承认主再来（3：3－4），

他们行为恶劣（2：2），贪财、陷害别人（2：3，13），以自由为借口去犯罪（2：19），必速速灭亡（2：

3，参 2：12，19－20）。 

 

假教导如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说救恩是凭直觉和奥秘传授知识。他们经常落入放荡或苦修主义之中，

但彼得没有提“苦修主义”来指责他们。 

 

彼得警告假师傅的危险（2 章）。他劝信徒不要陷入迷途，要他们在真道上坚定不移（1：10，12，3：



14－17）。他们受苦是外来的攻击，但 3 年后彼得提醒他们要提防内里的攻击，即防假。尤其是基督再

来前，一定有假师傅出现。他提醒信徒要在恩典和真知识上有长进（1：1－8，3：18）。 

 

全书注重“真知识”，提“知道”、“知识”共 16 次。彼得主要的教导：如果没有敬虔行为，那些关于

基督的“学问”只是错误的知识，不是真知识。 

 

五、日  期 

有人认为彼得后书是在第 2 世纪别人写的。 

 

我们说应是彼得快要离世前（公元 67 年）写的，写于保罗一些已发表在教会中流传的书信之后（3：16），

所以不会早于公元 60 年。他写这信时，保罗还在世。那时正是尼罗皇迫害教会的时候。彼得写了前书

3 年之后才写后书的。 

 

六、地  点 

彼得感到自己快要离世（1：14），说明后书是写于罗马，前书也是写于罗马（彼前 5：13）。他是在尼

罗皇手下殉道的。这信是他的“临别赠言”。 

 

七、引用经文 

1．许多独特的词语 

“殷勤”（1：5，10，3：14）。 

 

“坚固”（1：12，3：16－17）。 

 

“提醒”（1：12－13，3：1）：因彼得吃过亏，所以注重常常提醒。 

 

“圣山”（1：18）。 

 

“圣灵”（1：21）。 

 

“圣命”（2：21）。 

 

“圣先知”（3：2）。 

 

彼得后书 3：10 所提“主的日子”与使徒行传 2：20 的“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是相同。 

 



“圣洁”（彼后 3：11）。 

 

2：8 的“不法的事”与使徒行传 2：23 的“无法之人”是相同。 

 

彼得后书 2：13，15 的“不义的工价”与使徒行传 1：18 的“作恶的工价”是相同。 

 

“引诱”（彼后 2：14，18），原文即用鱼饵捕捉，这是渔夫的术语。 

 

3：15 提到保罗与彼得很亲切。 

 

2．引用经文也用俗话 

用了极丰富形像的词语：“无水的井”、“狂风催逼的雾”；也用“回到泥里去滚的猪”。 

 

八、钥节钥字 

1．钥节（1：3）。 

2．钥字 

“知识”（1：5－6，3：18）。 

 

“知识”、“认识”、“知道”，原文是同一字（1：2－3，2：20）。彼得虽然没有知识，但他特别注重知识。 

 

这是指属灵的知识，为体验主基督并在祂“性情上有份”的结果（参 3：18）。有了这知识才能得到“恩

惠、平安”（1：2），就能多结果子（1：8），“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2：20）。 

 

我们认识主，可以得到灵性上所需要的一切（1：3）。我们要有真知识，灵性才能长进，又能防备假师

傅的一切异端。 

 

九、章  题 

1．信徒成长的指示（1 章）：长进的途径。 

2．信徒成长的危机（2 章）：防备假师傅。 

3．信徒成长的盼望（3 章）：主再来。 

十、与其它书信比较 

1．与提摩太后书比较 

（1）2 书都提“背道”的事（提后 4：3，彼后 2：1）。 

 

（2）2 书背景相同，但也有分别： 



 

提摩太后书提到逼迫与教会背道的事，但彼得前书已提及迫害的事，所以彼得后书只提背道的事。 

 

（3）写 2 书的时间大约相同： 

 

2 书的作者虽然知道自己将要殉道，但也欢然就义（提后 4：6－8，彼后 1：13－14）。 

 

（4）2 书都是使徒最后的话。 

 

（5）2 书都提抵挡异端的办法是根据圣经，勉励行善。 

 

2．与犹大书比较 

不是彼得取材于犹大书，因为彼得殉道后，犹大才写犹大书的。 

 

2 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彼后 

 犹大 

  

“私自引进”（2：1） 

 “偷着进来”（4 节） 

  

“天使犯了罪”（2：4） 

 “不守本位……的天使”（6 节） 

  

“所多玛、蛾摩拉”（2：6） 

 “所多玛、蛾摩拉”（7 节） 

  

“毁谤在尊位的”（2：10） 

 “毁谤在尊位的”（8 节） 

  

“生来就是畜类”（2：12） 

 “没有灵性的畜类”（10 节） 

  

“喜爱白昼宴乐”（2：13） 



 “在你们的爱席上”（12 节） 

  

“随从……巴兰的路”（2：15） 

 “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11 节） 

  

“无水的井”、“雾气”、“墨黑的幽暗”（2：17） 

 “礁石”、“云彩”、“墨黑的幽暗”（12－13 节） 

  

“行得不义”（2：13） 

 “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18 节） 

 

十一、大  纲 

1．问安（1：1－2）。 

2．增长真知识的基础和途经（1：3－15） 

（1）基督徒的美德（1：3－11）： 

 

在神的性情上长进，丰丰富富地进入天国。 

 

① 基督徒的特权（3－4 节）。 

 

② 基督徒的责任（5－11 节）。 

 

（2）彼得个人经历的见证： 

 

在世的日子不多（12－15 节），这是他写信的目的。 

 

3．基督的荣耀（1：16－21） 

留心地听祂的嘱咐与神言，这是信心的依据。 

 

（1）使徒的见证（16－18 节）： 

 

在圣山亲见主荣。 

 

（2）先知预言的凭据（19－21 节）： 

 



这是先知的见证。 

 

4．当防备假师傅（2 章） 

（1）他们的出现和渗透（1－3 节）。 

 

（2）对假教师的刑罚（4－9 节）。 

 

（3）假教师的罪行（10－16 节）。 

 

（4）假教师的悲惨结局（17－22 节）。 

 

5．主再来的真理（3 章） 

（1）基督必要再来（1－10 节）。 

 

（2）基督再来的含意（11－16 节）。 

 

（3）结语（17－18 节）。 

 

第一章  信徒成长的指示 

 

我们因信得救，得救后要在主里面长进。这里呼召信徒要养成坚强的基督徒品格。 

 

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能知识，都在祂里面藏着”（西 2：3）；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知识的性质，以致我

们得着聪明和智慧，殷勤地侍奉主，结出圣灵的果子。 

 

一、神的呼召与拣选（1－15 节） 

1．问安（1－2 节） 

（1）彼得作自我介绍（1 节）： 

 

他是使徒，不是次等的基督徒。 

 

“西门”，是亚兰语，也是他犹太人的名字。“彼得”是教名，是耶稣给他起名的（太 16：17－18，可 3：

16）。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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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指道德上的（彼



前 2：24，4：18，彼后 2：5，21，3：13）。神把信心当礼物赐给各类型被召的人（约 6：44，弗 2：8

－9，帖后 2：13）。我们必须接受基督耶稣为神（约 10：30）。 

 

（2）祝福（彼后 1：2）： 

 

他重复彼得前书 1：2（参罗 1：7，弗 1：2）。但这里加了几个字“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认

识”，原文 4 次（彼后 1：2－3，8，20），指比较深入而全面的知识（参 1：5，西 1：9）。我们只能在

耶稣基督里和借着祂才能认识神（太 11：27，约 1：18）。我们认识祂就要顺服祂（约壹 2：3－4）、得

着祂（腓 3：8）。 

 

这样，神的恩惠、平安，就“多多地加给你们”。 

 

2．灵命成长的鼓励（彼后 1：3－11） 

我们要在各样的德行上有长进。这里提到增长知识的基础和途径。 

 

（1）我们的特权和福气（3－4 节）： 

 

① 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3 节）： 

 

“召我们”，是彼得惯用的主题：“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彼前 2：9）；我们蒙召要跟从基督受

苦的脚踪（彼前 2：21）；我们蒙召以祝福回敬辱骂（彼前 3：9）；我们蒙召“得享祂永远的荣耀”（彼

前 5：10）；我们是蒙祂“荣耀和美德”所召的（彼后 1：3）。 

 

祂已赐给我们生命（约 10：10 下），也赐给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 

 

② 分享神的本性（彼后 1：4）： 

 

“因此”，即因着基督的荣耀和美德（3 节）。 

 

“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圣经有 3 万个应许。彼得在两封信里提到 7 种宝贵的东西，最后是神的应

许（彼后 1：4）。 

 

a. 消极方面，脱离败坏： 

 

我们必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按地位上说，我们已脱离；但在生活上说，我们必须脱离。 



 

b. 积极方面，“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我们与基督的受苦有分（彼前 4：13），与基督的荣耀有分（彼前 5：1，10），也与基督的性情有分（罗

8：9，加 2：20，来 2：14，约壹 3：9），我们的举动就要像基督，有基督的性情（弗 4：20－24）。 

 

（2）基督徒的责任（彼后 1：5－11）： 

 

为要达到这境界，我们必须有好的德行与灵性，成为在基督里能结果子的完美生命。 

 

① 从信心到爱心（5－7 节）： 

 

优良的品德常以信心开始，以爱心作结（罗 5：1－5，林前 13：13）。 

 

我们在主里应当天天成长，愈来愈像基督。我们要恒久地竭力追求（腓 3：12－14），直到我们满有基

督长成的身量（弗 4：13）。 

 

“正因这缘故”：因神为我们所作的（彼后 1：4）。 

 

“加上”，原文有慷慨行出、鼎力合作的意思。 

 

a.“有了信心”（彼后 1：5）： 

 

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第 1 步，是我们信主的根基。不是“加上信心”，后面才加上 7 件。 

 

b.“加上德行”： 

 

第 3 节已讲及这是基督性情之一。 

 

c.“加上知识”： 

 

“知识”，提到有 3 次（5－6 节，3：18）。我们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恩惠、平安和那永远的天国

（11 节）。这是神的智慧、属灵的真理。正如所罗门一样。 

 

我们有了知识才能分别善恶（来 5：11－14），这是我们对神和基督的认识（西 1：10）。 



 

d.“加上节制”（彼后 1：6）： 

 

是自制（林前 9：26－27，加 5：23，彼前 1：13，4：7，5：8）。 

 

e.“加上忍耐”： 

 

有如约伯，在逼迫中忍耐。这是我们公开信心的证据（可 13：13，罗 5：3，加 5：22，来 12：1－2，

雅 1：2－4，彼前 1：6－7）。 

 

 f.“加上虔敬”： 

 

有如但以理。我们的生活当效法耶稣，生活要圣洁（提前 4：8）。 

 

g.“加上爱弟兄的心”（彼后 1：7）： 

 

有如约拿一样。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约壹 4：20）爱弟兄的心，是彼此分担重担的

（加 6：2）。 

 

h.“加上爱众人的心”： 

 

“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单字，指舍己无私的大爱（约壹 3：16）。 

 

有如约翰一样。先爱信徒，才谈“爱众人”（约 13：34－35，罗 12：10，帖前 4：9－10，来 13：1，彼

前 1：22）。 

 

爱众人，也包括爱仇敌（太 5：44，可 12：30－31，林前 13：13，西 3：13－14）。我们不是按对方的

价值而爱，而是白白地去爱（约 3：16）。 

 

② 有了上面的品德就能结果子（彼后 1：8－9）： 

 

结果子就能荣耀神（约 15：8）。 

 



a.“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彼后 1：8）： 

 

我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b.“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1：9）：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本来这两种情况是无法同时存在的。但这“眼瞎”含

“闭着眼睛不看”的意思，也可译“近视”、“短视”，是没有 5－7 节那 7 种特质的人。 

 

在灵意上，他不能理解属灵的真理（赛 42：19，约 9：39－41，林后 4：4）。 

 

“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后 1：9 下）：“旧日的罪”，是信主前的罪。基督徒如果不努力长

进，是故意忘了他信主前的罪已得赦免。 

 

③ 我们“应当更加殷勤”（10－11 节）： 

 

“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在神创造之先，我们已蒙拣选；在我们信主时是蒙恩召。但在

经验上，我们先认识祂的恩召，然后才知道，基督原来在创造之初已拣选了我们。 

 

神先呼召我们，拣选我们（10 节，细看约 6：44，罗 8：29－30，9：18，弗 1：4－6）。 

 

a.“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要“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b. 丰丰富富地进天国（彼后 1：11）： 

 

凡得救的都能进天国，但“这样”（指上面这些条件），就“丰丰富富地进入”（参彼前 1：7）。 

 

④“常常提醒你们”（彼后 1：12－15）： 

 

a. 虽已坚固，还得要常常提醒（12 节）。 

 

b.“这帐棚”（13 节，林后 5：1－4），指会坏的肉身，是寄居在世短暂的肉身。 

 

c. 死前提醒他们（彼后 1：14）： 

 



彼得知道自己快要离世，“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基督曾预言他如何死（约 21：18－19），

但他不怕，他知道他钉十字架是通往神国的途径。 

 

d.“时常纪念这事”（彼后 1：15）： 

 

彼得将自己对基督的认识告诉马可，马可就写了马可福音，是要基督徒常纪念这些事。 

 

马可福音大部分内容是彼得讲道的记录，由马可整理写成的。 

 

二、基督再来的确实性（16－21 节） 

1．使徒的见证（16－18 节） 

是彼得个人的经历。 

 

（1）“亲眼见过祂的威荣”（16 节）： 

 

“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祂降临的事”：“大能”，别的地方与再来是在一起（太 24：30），即在大能中降

临——主再来（太 24：27，帖前 3：13，彼后 3：12）。 

 

在彼得时代已有假教师。彼得说他们的知识是“乖巧揑造的虚言。”（假话） 

 

彼得对基督的认识不是“揑造的虚言”，而“是亲眼见过”（约 1：14）：彼得见过耶稣在山上显像的威

荣（太 17：1－8，可 9：2－13，路 9：28－35），他们见过祂的荣光；听过从天上来的声音：“这是我的

爱子”。 

 

他们 3 人在山上一同看见，后来雅各离世（徒 12：1－2）；当彼得写这信时，只有 2 人还在。 

 

（2）“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后 1：17－18）： 

 

“祂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17 节）：“得”，是已接受；“向他说”，意思“是带来给你们的恩”（彼

前 1：13）；“有声音出来”，不是人声，而是圣灵借着人说的。“从极大荣光之中”，是极显赫的荣光。 

 

彼得亲耳听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祂。”（太 17：5，可 9：7，参诗 2：7，但 7：

13－14） 

 

“在圣山”，一般认为位于黑门山中。 



 

2．先知的见证（彼后 1：19－21） 

（1）“先知更确的预言”（19 节）： 

 

这句可译“先知绝对确实的说话”。 

 

“如同灯照在暗处”：先知的预言是灯；“暗处”是世界。 

 

我们在暗世是客旅（彼前 1：1，2：11），但圣经是明灯照在暗世（诗 119：105）。 

 

旧约先知讲过许多有关基督的预言。基督在世时应验了：先知预言弥赛亚的来临，即在山上显像（太

16：28）。 

 

“直等到天发亮”，表明现今教会时代的结束（参罗 13：12）。基督再来前，我们要努力遵行圣经的话。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基督是晨星（启 22：16），祂将在我们心里出现。祂再来接我们，那

时我们会改变像祂（林后 3：18，约壹 3：2）。 

 

（2）圣经的预言（彼后 1：20－21）： 

 

①“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20 节）： 

 

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私意”，原文是单独的意思。我们不要单独解说一个预言，而是要连同其它的

预言。“解说”，当译“来源”。 

 

② 圣灵的感动（21 节）： 

 

“感动”是带动，原文常是与帆船一起使用。如风带动帆船航行（徒 27：15，17），水手会打开帆，让

风带动帆船航行。旧约先知张开他们的帆，圣灵就带动他们说预言。 

 

圣经每节经文都是神言，虽然每一位作者都有他们的个性与风格，但都是由神默示而写出来的（提后 3：

16）。 

 

第二章  信徒成长的危机 

 



这章是论及我们当防备假先知、假师傅和假教师。 

 

一、基督再来前我们当谨慎防守 

（1－9 节） 

 

1．假师傅的品行和渗透（1－3 节） 

（1）旧约有假先知（申 13：1－5，耶 5：30－31）。 

 

（2）将来也必有假先知（太 24：11，可 13：22－23）： 

 

现在有“自由派”、“新派”、有传播普世得救、炼狱、为死人祷告、神已死论等。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他们欺骗众信徒（提前 4：1）。 

 

（3）“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他们曾跟从基督，但不是真信，后来背叛，他们就灭亡了（太 10：33）。这就证明他们的信心是假的（约

壹 2：3－6，19）。 

 

在原文有两个“主”字：奴主与物主，这里是物主。耶稣钉十字架，“买了”全人类；但只有真信的人

才被“赎回”。 

 

2．我们需要谨慎（彼后 2：2，林后 10：12）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参彼前 4：3）。我们要提防歪曲真理的人。 

 

3．假师傅为己取利（彼后 2：3） 

（1）“他们因有贪心”： 

 

他们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得报酬（提前 6：3－5）。我们当提防贪财的人和一些借着权势来压制人

的人（犹 4，11，16）。 

 

（2）“要用揑造的言语”： 

 

他们以神言、福音、诗歌装假，常用圣经的话语来掩饰他们的谎言。 

 



他们的结局是要灭亡的（参可 9：42）。 

 

4．旧约三例（彼后 2：4－8） 

神要救义人，刑罚不义的。 

 

（1）第 1 例（4 节）：犯罪的天使。 

 

有人引用创世记 6：1－4 说：“神的儿子们”是天使，他们娶人的女子为妻。但这是指亚伯的儿子们与

该隐的儿子们（信和不信）两等人。 

 

这节（彼后 2：4）是指不守本位的天使（犹 6）： 

 

① 他们没有守本位。 

 

② 他们离开自己的住处。 

 

③ 被囚禁，等候审判，进入永刑。 

 

（2）第 2 例（彼后 2：5）：洪水时代的人（创 6－8 章，参来 11：7）。 

 

“一家八口”，直译“挪亚是第 8 个人”。 

 

（3）第 3 例（彼后 2：6－8）： 

 

毁灭所多玛、蛾摩拉，搭救罗得。这 2 城是在死海南部。现在的位置是个谜。 

 

他们犯同性恋的罪（太 10：15，罗 1：24－27）。神以火与硫磺来摧毁 2 城（创 19：24），成为灰烬。 

 

① 现今社会对性反常的罪愈来愈公开表示支持（彼后 2：6）。他们赞成同性恋，但圣经是反对同性恋

的。 

 

② 神只搭救了罗得（7 节）： 

 

按旧约记载，他似乎不是个信徒，但彼得说他是“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参创 19：4－9）。 

 



③ 他是义人（彼后 2：8）： 

 

第 7 节已说他是义人。罗得因在所多玛、蛾摩拉的所见所闻，以致内心天天伤痛。 

 

注意“义道”（5 节）、“义心”（8 节）、“义路”（21 节）、“主耶稣基督之义”（1：1）。 

 

5．搭救与刑罚（2：9） 

（1）主耶稣要“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2）对假师傅的刑罚： 

 

主再来前有更多假师傅出现（参启 3：10）。 

 

恶人要留在阴间的地狱，地狱是专为恶人预备的（彼后 2：17）。 

 

二、对假师傅的责备（2：10－22） 

1．他们的罪行（10－16 节） 

（1）假师傅“毁谤在尊位的”（10－13 节上）： 

 

① 他们“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10 节）： 

 

“随肉身”，他们扭曲性行为。他们胆大，“毁谤在尊位的”：“尊位”，指天使或教会的领袖（参犹 8，

10 节）。又“轻慢主治之人的”：“主治”，指基督的主权。 

 

圣经禁止人毁谤统治者（徒 23：5）。 

 

② 天使不告他们（彼后 2：11）： 

 

即使假师傅毁谤天使，天使也不敢告他们（犹 9 节），而是把一切留待神来审判。 

 

控告，是“在主面前告”，所以凡控告的必须是真实的（太 18：15－17，罗 14：10）。我们不要以恶报

恶。 

 

③ 假师傅不明白他们所毁谤的，是无知（彼前 2：15，彼后 2：12）。他们是畜类，被捉拿宰杀（犹 10

节）。 



 

④ 假师傅“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彼后 2：13）： 

 

a.“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参加 6：8）： 

 

这是自食其果。 

 

b.“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 

 

一个人在夜间醉（帖前 5：7－8），他很快就大胆地在白昼也醉。大罪常是从小罪而来的。 

 

c. 假教师醉倒在爱席上。他们已玷污了教会，“又有瑕疵”。 

 

d.“正与你们一同坐席”： 

 

“坐席”，即共进筵席，这是圣餐的一部分。假教师与信徒一同参加爱筵（犹 12 节）。 

 

e.“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诡诈”，原文是满足肉体。 

 

他们在爱筵里放荡、自喜。 

 

（2）假教师的邪淫和贪婪（彼后 2：13 下－16）： 

 

① 他们“止不住犯罪”（14 节，弗 4：19）： 

 

“他们满眼是淫色”，直译“眼里充满了淫妇”。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参提后 3：6－7）：他们“心中习惯了贪婪”，他们是赚钱专家，擅长将本图

利。但这贪婪更是指淫欲、邪情的疥疮，愈骚愈痒。 

 

他们“正是被咒诅的种类”：“种类”，原文是孩童。“被咒诅”，是被捉拿宰杀（灭亡）。 

 

② 贪财的先知（彼后 2：15）： 



 

巴兰是米甸人，他曾被巴勒用钱收买来咒诅以色列人。 

 

巴兰先知贪婪，以讲预言来赚钱（民 22：1－38，犹 11）。他更讲假预言，使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民

31：16，启 2：14）。 

 

③ 巴兰的结局（彼后 2：16）： 

 

a. 巴兰被自己的驴子责备（民 22：28－30）。 

 

b. 巴兰死在刀下（民 31：8）。 

 

2．背弃真知识的可怜（彼后 2：17－22） 

（1）假师傅的真面貌（17－19 节）： 

 

①“这些人是”（17 节）： 

 

a.“无水的井”： 

 

空洞飘忽，令人失望（摩 8：11）。假师傅是“无水的井”，不能供人水喝。我们如果喝耶稣的活水，就

永远不渴（约 4：13－14）。 

 

b.“狂风催逼的雾气”： 

 

被吹得摇来揺去（弗 4：14）。 

 

“雾气”（雨云）：令人以为快要下雨，可滋润久经干旱的土地。 

 

然而，狂风一吹，云雾便消散，所盼望的成了泡影，犹如干枯的舌头没有得到满足。 

 

c.“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 

 

墨黑的幽暗，是地狱的幽暗（太 8：12，彼后 2：4，犹 13）为他们存留。 

 

② 以邪情私欲引诱人（彼后 2：18）： 



 

假师傅假装敬虔，但以邪情私欲来引诱人。他们的讲道是贫乏无味的，“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

指初信耶稣的人。 

 

③ 假师傅成了“败坏的奴仆”（19 节）：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他们说，“你们不受律法约束了，但他们“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罗 6：16），

罪就成了他们的主人，最后就灭亡（彼后 2：3，12）。 

 

基督徒是自由的，但不是自由犯罪。我们是基督的奴仆，但我们在基督里得了真自由，不受律法约束

（罗 6：15－18，林前 9：21），也不受罪刑约束（加 5：13）。 

 

（2）受假师傅影响（彼后 2：20－22）： 

 

① 假师傅犯罪引导初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误入歧途（20 节）： 

 

 这样，他们“末后的景况”就不好了（太 12：43－45）。 

 

②“他们晓得义路”（彼后 2：21）： 

 

“义路”，指基督徒的信仰。 

 

“他们晓得”，指未真信。后来他们又走回头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 

 

他们知道，后来又背弃，将来受审判特别严重（来 10：26－29）。 

 

③ 假信的人没有真理，终不肯悔改（彼后 2：22）：犹太人认为狗、猪是不洁之物（太 7：6）。 

 

“狗所吐的，牠转过来又吃”：狗吃自己所吐出的（箴 26：11）。人暂时吐出的事物，后来又混进去，

人常常处在矛盾里。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些都不是真信的。 

 

第三章  信徒成长的盼望 

 



这里再提假师傅的信息与真知识的盼望。 

 

一、基督必要再来（1－10 节） 

1．假师傅否定主再来（1－4 节） 

（1）两封信都提醒基督徒，重申彼得的目的（1－2 节）： 

 

① 提醒与激发（1 节）： 

 

第 2 章论末后假师傅的出现。 

 

彼得在这里鼓励我们要持守真道，过圣洁的生活。 

 

② 先知和使徒的教导（2 节）： 

 

“圣先知”，指旧约的先知；“使徒”，就是新约的使徒。 

 

以弗所书 4：11 的“先知”是新约的先知。 

 

无论旧约或新约的先知等，都是被同一圣灵所感动。 

 

“主救主的命令”，是耶稣重要的教训。使徒把这些教训传给各人。 

 

“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都记在圣经里。在盛行背离信仰的日子里，圣经是唯一的保

障。 

 

“叫你们纪念”：假师傅不纪念，他们故意忘记大地不是与起初一样，因为大地曾被洪水淹没过。 

 

③“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彼后 3：3－4）： 

 

这些人是第 2 章所说的假师傅。 

 

a.“末世”，指基督初来与再来之间（3 节，徒 2：17，来 1：2）： 

 

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鼓吹纵容罪恶，完全不理会将来的刑罚。 

 



b. 他们不信圣经（彼后 3：4）：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们认为主再来的应许不可靠。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不信世界要完结，而坚持事物自古以来一直不变。“因为从

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列祖”：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时代的人（徒 3：

13）。他们嘲弄：“哪儿是世界的终结”？他们不相信主再来要审判，他们认为大自然始终如一是不变

的。 

 

2．历史的引证（彼后 3：5－7） 

天地的演变。 

 

（1）“太古”（5 节）： 

 

他们说，“世界不会有终结”。 

 

他们故意忘记神用话语创造世界（参创 1：1－2，6－10，约 1：1－3）。他们故意忘记神用大水来成全

的地。 

 

天地是因神的命而有的（来 11：3）。 

 

“地”是“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参创 1：2） 

 

地球 3/4 表面是海洋。地球是唯一充满水分的行星，也是唯一能维持人类生命的行星。 

 

（2）地曾一度为水所覆盖（彼后 3：6）： 

 

挪亚时神用洪水灭世（创 7：17－24）。 

 

“当时的世界”，从创世至洪水时代。 

 

（3）天地存到被火毁灭（彼后 3：7）： 

 

“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那命”，是神的话。 

 

“存留”，现在是核时代。世上一切物质都含着大量的爆炸潜能。 

 

“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所有不敬虔的人会受审判定罪（赛 66：15－16，玛 4：1，

太 3：12，林前 3：13，帖后 1：7－9，启 19：20，20：10，15）。 

 

“遭沉沦的日子”，沉沦即毁灭。 

 

“用火焚烧”（参彼后 3：10－12）。 

 

3．神“不是耽延”（3：8－9） 

（1）“一日如千年……”（8 节）： 

 

不是“一日是千年”，而是“一日如千年”，这两个说法是不相同的。神在一日之内可作成一千年的工

作。  

 

彼得写这信时，假师傅说耶稣不会再来；那时，有许多信徒心想为什么耶稣还未再来。 

 

彼得说：不要焦虑。因为在神眼中，“千年如一日”（参诗 90：4）。千年与永远比较，千年只不过是转

瞬之间。 

 

（2）“不是耽延”（彼后 3：9）： 

 

神有忍耐和慈爱，不愿一人沉沦，在基督再来前给世人更多时间去悔改。耶和华喜爱怜悯（参赛 61：2）。 

 

洪水前，神等了 120 年；末世，祂要用火灭世，已等了几千年。 

 

末世有许多人都不信（启 21：8）。 

 

4．主再来的日子（彼后 3：10） 

没有人知道基督哪一天再来（可 13：32，徒 1：7）。 

 

（1）“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旧约称“耶和华的日子”（珥 1：15）。 

 

“主的日子”，基督再来有几个阶段： 

 

① 大灾难，也是对以色列的惩罚（帖前 5：3）。 

 

② 包括主降到地上（帖后 1：7－10）。 

 

③ 指千禧年国（徒 2：20）。 

 

④ 指天地最终被火焚烧（彼后 3：10）。 

 

“像贼”：在人没有想到的时候主就来（太 24：42－44，路 12：39－40，帖前 5：1－4，启 3：3，16：

15），又具有破坏力。 

 

（2）“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指大气层的天，也可指星宿宇宙的天，但不是第 3 层天。“大有响声”，轰然一声。 

 

（3）“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 

 

“有形质的”：指物质，天上的星体；地上种种元素（如氢、氧、钾、钠）。 

 

（4）“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主再来时，天地要消没（赛 34：4，可 13：24－25，31，参路 21：25－26）。 

 

神曾用水灭世（彼后 3：6），将来用火灭世（帖后 1：6－8，来 10：26－27，12：29）。 

 

二、基督再来的含意（彼后 3：11－16） 

1．一切都要销化，我们当怎样（11－12 节） 

（1）我们应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11 节）： 

 

从浮华事物转到“圣洁和敬虔的生活”。 

 



以圣洁和敬虔来完成神旨，因为基督快再来，我们当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徒 3：19－21）。“神的日子”，

不是主再来的日子。 

 

（2）“神的日子”（彼后 3：12）： 

 

这是指永远的景象（启 21：1）。那时，天地都已废去。神的日子是祂得着最后和完全得胜的那日，是

我们默默等待和热切期待的日子。 

 

不是说，一切都要到那日才发生，而是在那日，“天被火烧……。”  

 

最后的灾难必须先发生，然后神的日子才来到。 

 

我们“切切仰望……来到”：“切切”，原文含有使它更快地实现的意思。“来到”，或并使它快快地来到。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彼后 3：10）。 

 

2．既有盼望，就当殷勤（3：13－14） 

（1）“盼望新天新地”（13 节）： 

 

① 主的应许： 

 

“我们照祂的应许”（参第 9 节）。 

 

②“盼望新天新地”（赛 65：17，66：22，启 21：1－4）： 

 

彼得所说的包括千禧年国，因为那时罪仍存留（赛 65：20），且有婴孩出生（23 节）。 

 

彼得也说新天新地存到永远，那时天地废去了。 

 

“有义居在其中”：现在，恩典藉义作王（罗 5：21）；在千禧年国里，义要作王（赛 32：1）；在永远的

国度里，“有义居在其中”。 

 

在千禧年国，基督用铁杖来统治，祂也秉公行义，义作王。但在永远的国度，无须用铁杖，因为义是

自然而然的事了。 

 



（2）我们“当殷勤”、“安然见主”（彼后 3：14）： 

 

我们要“没有沾污，无可指责。”（来 12：28，约壹 2：28，3：3） 

 

3．彼得提及保罗书信（彼后 3：15－16） 

彼得与保罗写书的风格虽然不同，但他们所写的却大有关联。原来保罗书信早已流行了。 

 

（1）保罗书信（15 节）： 

 

“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原文没有“的因由”3 个字。“主长久忍耐”：祂迟迟未施行审判，

是为了让人有足够的机会得蒙拯救。人类罪恶昭彰时，祂忍耐宽容的程度是叫人惊叹的。主不是盼望

见人死亡，祂乃是渴想见人回转、得救。 

 

保罗书信中有几层意义： 

 

① 彼得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保罗曾在安提阿责备他装假（加 2：11－14），彼得谦卑地接受。 

 

② 彼得承认保罗书信是神给保罗的智慧： 

 

彼得自己没有学问，所以他特别提到保罗的智慧。 

 

③ 彼得书信的读者也读过保罗书信（是神所默示的）。 

 

（2）保罗“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彼后 3：16）： 

 

① 保罗书信中“也都讲论这事”： 

 

“他一切的信上”：包括加拉太书、歌罗西书、以弗所书等，彼得都看过。 

 

保罗书信所论到的真理，也是彼得在两封信中所提及的：包括重生、基督的神性、祂无罪受苦、祂代

罪人死、祂复活、祂升天、祂再来、主的日子和永远的国度等。 

 

彼得也认为保罗“信中有些难明白的”，例如：神的拣选、人的自由意志、受苦的奥秘等。虽然保罗所



教导的伟大真理是不易理解的，但我们不要灰心。 

 

② 强解的人：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他们没有凭信心接受这些难明的真理，反而强解，“就自取沉沦”（参罗 3：

7－8）。 

 

彼得在这里是最早称保罗书信为“经书”的，即与旧约同称“别的经书”。 

 

三、结  语（彼后 3：17－18） 

彼得后书开头是“殷勤”（彼后 1：5）；结束是“防备”与“长进”。 

 

1．我们当有所防备（17 节，参可 13：5，22－23） 

我们当防备“恶人（假师傅）的错谬和诱惑”，因为常有假师傅混淆并伪冒真理的事实，所以我们要警

惕。 

 

我们不要“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参来 3：12，4：1，10：36－38）。 

 

2．我们要有长进（彼后 3：18） 

“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要得恩典，就需要有基督的知识（1：2）。 

 

长进的两方面：在恩典上和在知识上。我们如果遵行主的命令，就在恩典上长进（1：5－8，10－11）。

彼得书信开头就点明要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使我们更深认识神；这又是抵挡假师傅的武器。 

 

“愿荣耀归给祂”：我们不但将荣耀归给神，也要归给基督，使人敬子如敬父一样。 

 

彼得不打算在劝勉圣徒之后便结束这书信。在高潮时应是将荣耀归给救主（参犹 25 节）。 

 

“从今直到永远”，即直到永远的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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