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盼望之中的行事為人{彼得後書 3:11-18} 

一．盼望神的日子(11-13) 

3: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3:12 切切仰望 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

化。 

3: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彼後三 11】「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這一切』指我們今日所賴以生存的『地和其上的物』(參 10 節)； 

『既然都要如此銷化』意指既然是這麼的不可靠，都要轉眼成空，就不應當以這些為我們

人生追求的目標。 

『為人』指整個行為和生活方式； 

『怎樣聖潔』指為神而活的程度； 

『怎樣敬虔』指活得像神的程度。 

 

【彼後三 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

烈火鎔化。」 

『切切仰望』含有『常常使之加速來臨』之意；有譯本做竭力加速它的臨到(現代中文

譯本)，hastening(ESV)． 

『神的日子』有二意：(1)廣義方面，就是指『主的日子』(參 10 節)；(2)狹義方面，指世

界末日神在白色大寶座上審判之日(參啟二十 11)，從主的日子到神的日子，間隔有一千年

之久(參啟二十 4~6)。 

          注意，彼得是站在時間的一端看待世界末日，因此將『主的日子』和『神的日子』混為一

談。實際上，在主的日子時，舊天舊地尚未結束，所以 7~12 節『被火燒盡』的事，須用

『千年如一日』(參 8 節)的眼光來看待。 

          「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舊天舊地是在千年國度之後，神的日子來到之時消失

(參啟二十 11；廿一 1)。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本句複述 10 節『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過程中先

『鎔化』後『銷化』。 

 

【彼後三 13】「但我們照祂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但』字強烈地表示我們基督徒並不將盼望寄託在那些將要銷化的事物上； 

『我們照祂的應許』意指我們卻寄望於神的話所給的應許。 

『新天新地』指現在的天地過去之後，所顯現的另一個嶄新的天地(參啟廿一 1)，它將會

存留直到永遠。 



『義』指與神並與人都公正、正直； 

『居在其中』這是擬人化描述，意指在永世裏，絲毫沒有不義、邪惡的情形(參啟廿一 8；

廿二 15)，那時，『那義者耶穌基督』(約壹二 1)要完全作王掌權，居民都是義人(參賽六十

21)，凡事都合乎神的公義。 

 

思考： 

為何一切要銷化，我們就應當聖潔？敬虔？ 

基督徒應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神的日子與將要銷化的天，物質如何比較？ 

我們要盼望什麼？為什麼？這是會發生的嗎？怎麼知道？ 

知道末日會影響我們如何在世界上行事為人？ 

 

二．盼望應當如何(14-16) 

3:14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

見主； 

3:15 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他

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3: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

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 

【彼後三 14】「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

指摘，安然見主；」 

「親愛的弟兄啊」：這是本章第三次提到這個稱呼(參 1，8 節)，表示以愛為出發點，勸勉

弟兄們如何準備好自己，以迎接主的再來。 

『盼望』指經常地盼望； 

『這些事』指主的再來所將帶進的新天新地(參 12~13 節)； 

『就當殷勤』暗示我們若不殷勤，就恐怕當主再來時，面對神家中的審判(參彼前四 17)，

將會遭受虧損(參林前三 15)。 

『沒有玷污』指不沾染污穢，這與假師傅的情況剛好相反(參二 13)； 

『無可指摘』指無論對神或對人，均沒有任何可以招致責難的地方(參腓三 6；帖前二 10)；

『安然見主』指在主面前心裏坦然無懼、無所慚愧(參約壹二 28)。 

  

【彼後三 15】「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兄弟保羅，照著

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我主長久忍耐』指主對我們的現狀抱持著寬容、忍耐的心懷，遲遲仍未成就祂再來的應

許，是要給我們悔改的機會(參 9 節；羅二 4)； 



『為得救的因由』信徒的靈早已得救，但是(參彼前一 9)仍待我們抓住機會殷勤追求，所

以主的恆忍所給的機會就成了我們魂得救的因由。 

『就如』彼得在這裏意欲提到另一位使徒的書信，來印證並加強自己所勸勉的話； 

『我們所親愛的兄弟』這個稱呼表示彼此之間不但彼此尊重，並且相親相愛、毫無芥蒂；

『保羅』指使徒保羅。 

『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意指寫聖經所需的智慧來自上頭(參林前二 6~7；雅三 17)； 

『寫了信給你們』使徒保羅所寫的書信至少有十三封，另有解經家認為《希伯來書》的作

者也是保羅。 

【彼後三 16】「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些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

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 

『這些事』指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參一 3，12)。 

          「信中有些難明白的」：意指含有一些深奧、艱澀、模糊，不容易瞭解的道理。 

『那無學問』指沒有受過基本解經訓練的人； 

『不堅固的人』指靈性幼稚、軟弱的信徒(參二 14)，他們不能分辨好歹(參來五 13~14)，容

易被各種教訓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參弗四 14)；『強解』意指曲解經文，背離了原意。 

『別的經書』指保羅十三封書信以外的各卷新舊約聖經，此處特指舊約聖經，因保羅書信

是最早問世的新約經書； 

『自取沉淪』指自外於生命的福分(參啟廿二 18~19)。 

思考： 

既盼望這些事，是那些事？既盼望這些事，就當如何？ 

如何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參考: 罪惡清單：羅 1:28-31，林前 5:11, 6:9-10 

如何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有沒有經文根據？ 

保羅的信上如何講論末日的事？ 

提前 6:19，羅 13:11-14 

我們會強解經書嗎？為什麼會強解經書？如何避免？ 

我們會強解有關末日的部分嗎? 會如何強解? 

 

三．防備與長進(17-18) 

3:17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

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3:18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

永遠。阿們！ 



【彼後三 17】「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

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親愛的弟兄啊」：這是本章第四次提到這個稱呼(參 1，8，14 節)；每當提到此稱呼時，

後面便緊接著一段重要的勸勉。 

『預先知道這事』指知道有人會強解經書，自取沉淪； 

『就當防備』指不但防備自己不要強解，並且也要防備別人強解經書，不要隨便接受離經

背道的教訓。 

『惡人的錯謬』指假師傅的異端教訓(參二 1；三 3~4)； 

『誘惑』指被帶走而偏離正道，終至同流合污。 

          「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意指變得不堅固了，也就是從恩典中墜落了(加五 4)。 

  

【彼後三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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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救主耶穌基督』是對主耶穌的一個完整稱呼，在全部新約聖經中僅出現三次，且都在

彼得後書中(參一 11；二 20；三 18)； 

『主』指祂的權柄； 

『救主』指祂的工作； 

『耶穌』指祂謙卑為人； 

『基督』指祂榮耀受膏。 

『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前者指生命經歷上的長進；後者指道理知識上的長進；最好兩方

面並駕齊驅，平衡長進。 

『祂』就是前句的『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在彼得的心目中，主耶穌就是神(參羅十六

27)． 

 

思考: 

• 如何防備惡人的錯謬？1. 就像多看真鈔就能認出假鈔，多學習正確的，就能分辨

錯謬的．2. 接受護教學的課程裝備，學習錯誤異端的說法及錯誤之處． 

• ＂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是會失去救恩嗎？ 

有人隨從異端，的確會根基動搖，不信耶穌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不信三位一體

的神，但是相信如果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神會保守他的信心，會帶他回到正確信

仰． 

• 如何在主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我們能夠成為聖潔，是靠神的恩典與大能，自己也需要殷勤努力． 

 

• 神的榮耀(弗 1:21) 



彼得後書總結: 

彼得後書的主題是什麼？ 

我從彼得後書學習到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