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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後書1 
 

 

一. 引言 

身為初代教會的首席發言人，使徒彼得先後寫了兩封信給散居在小亞細亞的猶太

基督徒，因為信仰，他們受到嚴酷的逼迫，所以十分需要安慰與輔導。彼得第一

封信的重點是抵禦外來的壓迫；第二封信則是關切內部的逼迫和假師傅的教導。

彼得的忠告是歷久彌新的：在感謝和認識你的救主耶穌基督中漸漸長進。 

 

二. 分段及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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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彼得前後書簡介2 

有一些譯者認為，彼得的兩封書信，可分為兩方面來討論，彼得前書談論外在的

問題，彼得後書談論內在的問題，外在問題來自迫害，內在問題來自假教師。當

然，迫害者和異教徒都供給彼得書寫的靈感，但事實上除了以上兩個主題之外，

彼得書信還有其他的內容。 

   

例如：彼得前書有一段談論個人的聖潔(一 13-二 12)，在文中他向讀者挑戰，約

束個人的心(一 13a)、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給你們

的恩」(一 13)；他又鼓勵人彼此相愛(一 22-25)和渴慕純淨的靈奶(二 1-3)；他提

醒我們是「活石」為要建造「靈宮」，以及耶穌對相信祂的人來說是十分寶貴的

(二 5-7)。 

   

 
1.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讀經日程合訂本」，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BriefIntroTable.asp?ID=57。 
2.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讀經日課合訂本」，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Introduction.asp?ID=53。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BriefIntroTable.asp?ID=57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Introduction.asp?I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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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前書的另外一段，談論順服，無論是對政府，或在工作的地方，或在婚姻

中，或在生活中，都有順服的對象(二 13-3：12)。 

   

就彼得後書而言，第三章讓我們對基督的再來有一重要而概括性的了解。 

   

彼得書信中最精采最具挑戰性的，就在全書的最後一節，「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

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全書的重點，鼓勵人成長，彼得明白若牧

養的羊群，每日能成長茁壯，那麼迫害和異端就永不能達到目地。 

 

四. 彼得前書導讀3 

1. 內容要義 

本書係列為普通書信第二卷(雅，彼前)，重要內容係論到信徒不朽的基

業，信心的試煉，聖潔的生活，靈命的長進，神的揀選，做人的品行，

順服在上的制度，主僕的關係，夫妻相待的態度，為義受苦的福氣，基

督為罪受苦的代替，信徒與罪的斷絕，火煉的試驗，受苦的喜樂，對長

老與年幼的勸勉，以及謹守防敵，堅固信心，與最後問安等事，全書訓

誨殷切，衷心熱誠，多有激勵而不重責備，實為信徒靈修日程必讀之書。 

 

2. 本書作者 

係為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所寫(一 1)，另有人以為本書是彼得的述意，由

西拉記錄，因彼得曾經自認是無學問的小民(徒四 13)，但歷代教會史已

確認是彼得親手所寫，而由西拉轉交的(五 12)，殆無疑議。 

                                                                 

彼得：意石頭，其原名西門，意聽者(太十 2)，又被主稱為磯法，意與彼

得相同。其父名約翰(約一 42；太十六 17)是加利利人，住伯賽大以捕魚

為業，後遷居迦百農(約一 44；可一 29)，彼得為兄弟安得烈引領歸主(約

一 40-42)，蒙召作門徒名列十二使徒之首(太四 18-20；十 1-2)。他生性

直爽，富有熱情(太十六 22；廿六 51)，事主忠心，肯為主捨命(太十六

24；約廿一 18，19，22)；但也有軟弱，曾經三次不認主(太廿六 69-75)，

三次被主查問愛心(約廿一 15-17)，且有可指責之處(加二 11-12)，然終不

失為主之忠僕，三次承認主(徒二 32；三 15；五 29-32)。他在十二使徒

中常居領導之地位，蒙主賜以傳福音之特權(太十六 17-20)，迄五旬節敞

開猶太人傳福音之門(徒二 14-42)，又為外邦人開信福音之門(徒十 44-46)，

晚年常帶妻子到各處傳道，堅固教會(參林前九 5)。歷代教會史家，咸言

為彼得曾經來到巴比倫(彼前五 13)、羅馬等遙遠的地方傳揚福音，約於

主後六十七年間，因尼祿皇迫害教會，被解去倒釘在十字架上為主殉道，

應驗了耶穌對他一生的預言(路廿二 31；約廿一 18-19)。 

 

3. 時地對象 

本書約在主後六十四年，寫於巴比倫，其對象乃達與散居在小亞西亞各

省猶太的僑民，即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一 1；五

 
3.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讀經日課合訂本」，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0。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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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這些地方的教會，皆為保羅所創立(參看聖經.使徒行傳地圖)，他曾

寫了加拉太書，以弗所書，歌羅西書給這些教會(參彼後三 15-16)，可知

本書在許多地方，是與以弗所書相同而吻合。 

                                                                 

至於本書著地巴比倫，有人以為就是實在的幼發拉底河邊，米所波大米

的巴比倫，那時有西拉和馬可同在(五 12-13)。但另有人認為這巴比倫乃

是羅馬的代名詞，因當時羅馬皇帝掌權，暴虐無道，彼得用此代名詞，

以避免政府之注意，書中提及馬可，乃為此說之一佐證，並且根據保羅

書信，也曾提到馬可是在羅馬(提後四 11)，而在啟示錄中的羅馬，也曾

被稱為巴比倫(啟十七 5；十八 2，10，21)，因此斷定本書信之著作地是

暗指羅馬而言。 

 

4. 著作原因 

在當時的教會慘遭迫害，散居各處的信徒，生活貧窮困苦，且又常受四

圍反對者的毀謗和攻擊，常有被剷除滅絕之患，他們經歷的試煉痛苦，

蒙受冤屈，恐嚇和羞辱，魔鬼像獅吼來吞食他們(二 19；三 6，9，14；

四 14；五 8)。彼得深知他們的苦境，便寫此信，派西拉帶去安慰他們(五

12)，勸勉他們要至死忠心，忍耐信服主，駁斥異端，堅守信仰，並要在

不信者中間，有善行和聖潔的生活，為主受苦，效法主的榜樣。(二 12-25；

四 1-13)。 

 

5. 本書特點 

本書論到我們所領受的救恩，為舊約先知，和天使，早已詳細的尋求考

查(一 9-12)，提到基督的寶血，全部聖經只此一次(一 19)，論到基督是

活石，信徒像石頭，建造成靈宮(二 4-8)，以及基督藉靈傳道給在監獄裡

的靈聽，(三 19)，死人也會有福音傳給他們(四 6)，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

(四 17-19)，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五 8)等等，皆為本書獨特的描寫，而

含有隱喻默示者，凡為信徒皆應慎思明察之。 

 

6. 主要信息 

本書主要信息，乃是注重信徒在受苦難中之信心的喜樂，聖潔，行善，

福氣，爭戰得勝的生活，而有活潑榮耀的盼望(一 3，4，6，7，13，16，

21；二 9，15，20；三 11-132；四 13；五 4)。 

 

7. 分段綱要 

本書共五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五大段如下： 

7.1 受苦與喜樂 一 1-12。 

7.2 受苦與聖潔 一 13-二 25。 

7.3 受苦與得福 三 1-16。 

7.4 受苦與離罪 三 17-四 19。 

7.5 受苦與爭戰 五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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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係書卷 

本書與舊約經言，許多切合引用之處，如論聖潔(一 16；參利十一 44-45；

十九 2；廿 7；詩廿四 4)，房角石(二 6-8；賽廿八 16；詩一一八 12)，婦

女妝飾(三 3；箴卅一 30)，禁止惡言，尋求和睦(三 10-12；詩卅四 12-16)，

憂慮卸給神(五 7；詩五五 22；六八 19)，血氣與美榮(一 24-25；賽四十

6-8)，算不得子民(二 10；何一 6，9，10)，賜恩給謙卑的人(五 5；箴三

24)，等不下廿餘次。與新約保羅書信，雅各書，猶大書等，亦有不少相

同之處，如論聖潔(一 13-18；帖前四 1-8)，順服君王(二 11-17；多三 1-7；

羅十三 1-7)，教導僕人(二 18-21；提後二 24-26；提前六 1-2)，教導夫妻

(三 1-7；林前七 1-16；提前二 8-10；弗五 22-33；西四 18-25)，愛慕靈奶

(二 2；來五 12-14)，試煉試驗(一 6-7；雅一 2-4，12-15)，行善之事(二

14-20；三 6，11；雅四 17；二 15-17)，阻擋驕傲，自卑升高(五 5-6；雅

四 6-10)，抵擋魔鬼(五 8-9；雅四 7)，放縱情慾爭戰與審判(一 14；二 11-12；

四 1-6，17；猶 4-23)，等等不勝枚舉。 

 

9. 研讀提要 

本書幾乎每章都有論到信心與受苦之事(一 6，11；二 20，21；三 14，18；

四 13，16，19；五 1，10)，書中教訓殷切嚴謹，忠誠告誡，為信徒追求

靈命長進，寶貴靈修之日課。 

9.1 先將全書讀習一遍，並同時參讀前列關係書卷，多予查考，汲取其

中美好的靈訓，對於自己受苦的心志，信心的生活，更得激勵而堅固。 

9.2 本書第一章中，論到重生的信徒，有活潑的盼望，得天上的基業，

是大有喜樂，要經歷百般的信心試驗，作順命的兒女，謹慎自守，應當

聖潔，主道永存，其教訓啟示，給人生機蓬勃，讀之頗得靈性奮進，凡

事盼望，都在於神。 

9.2 本書第二章中，論到門徒要愛慕靈奶，去惡行善，品行端莊，順服

制度，以及主乃活石，門徒來到主前，是被建造成為靈宮，是聖潔君尊

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以及僕人如何順服忍耐，為主

受苦，讀之足使信徒對於追求真理，潔身行事，作為兒女崇高的地位，

為主僕人的態度等，認識領受更為深切，不能輕忽。 

9.3 本書第三章中，論到夫妻相處之道(參林前七 1-16；提前二 8-10；弗

五 22-23)，眾人愛心與品行(參詩卅四 12-16)，其教訓極為美好，務須領

受遵行。 

9.4 本書第四章中，論到信徒當以基督肉身受苦的心志作兵器，與罪隔

絕，彼此切實相愛，與基督一同受苦，倒要歡喜，一心為善，將靈魂交

與造化之主，為學習信心生活重要的課題。 

9.5 本書第五章中，論到勸勉長老們如何牧養群羊，勸勉年幼的如何謙

卑順服，須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用堅固的信心抵擋魔鬼仇敵，為服事

教會聖工，屬靈爭戰得勝生活的良方。 

 

10. 注意要點 

在本書中有幾處屬靈的名詞與經文意義，作簡要解釋如下： 

10.1 愛慕純淨的靈奶(二 2)，是意味著神的道毫無虛假和詭詐，沒有謬

見(林後四 1)，是完全潔淨，永不改變，如蜜甘甜美好，為信徒愛慕而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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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於靈命成長健康的食物(詩十九 9-10；一一九 103；耶十六 16)。這

食物在保羅書信中，將其分作奶與乾糧兩種不同的比較(參林前三 2；來

五 12-14)。 

10.2 被建造成為靈宮(二 1-5)，因基督是活石，信徒們也都是活石，與基

督聯結起來，被建造成為靈宮，成為主的聖殿，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

所在(弗二 20-22)，成為一個永生神的聖教會(提前三 5，15)。 

10.3 神所悅納的靈祭(二 5)，是因舊約時代祭司所獻一切祭物的預表，

都在基督身上一次的獻祭應驗，而代替成全。所以這獻祭的事，便由祭

物而成為靈祭，信徒為聖潔的祭司，是藉著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因為神是靈，祂所需要的是靈祭的事奉(約四 23-24；羅十二 1；腓三 3；

參來十三 15；詩廿七 6；一○七 22；一一六 17；啟八 3-4；來十三 16；

腓四 18；羅十五 16；腓二 17；弗五 2；提後四 5-6)。 

10.4 匠人所棄的石頭(二 7；參 4；詩一一八 2)，這匠人乃指猶太的當局，

如長官，法利賽人，祭司長，文士，長老與眾百姓等(約七 48-49；路廿

二 2，4，52；廿三 18，23)，亦即表示一切拒絕信基督的人，基督已作

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在神的天國建造中，具有最尊貴、最重要的地位。 

10.5 祂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三 19)，祂藉這靈，乃

指上一節末句祂復活的靈說的，意即在靈裡(參提前二 16)，基督肉身被

治死，靈性復活後，祂在靈性的狀態中，向那從些在挪亞時代不信從者

的靈傳道，這裡所說的監獄，可能是指像陰間或是地獄所在的景況一樣

(路十六 23；太五 29)。 

10.6 死人也會有福音傳給他們(四 6)，意思有幾種解釋，不過個人認為

這死人，是指生前聽過福音的人，那時他們是活著的，在彼得寫此書信

時，他們的肉身已經死了，所以稱之為死人，他們的肉身固然經過人死

亡的審判(創二 17；來九 27)，但他們已經信了福音，必然是在靈性上靠

神活著的。這一種的解釋，能與上下文的意思吻合，比較令人滿意。 

10.7 基督徒一名，約在主後四十二年，發生於敘利亞的安提阿城(徒十一

26)，是不信耶穌的外邦人，給予信徒們的一個綽號，起初大概是含有輕

蔑的口吻，是譏笑罵人的名詞，在新約中僅見三次(彼前四 16；徒十一

26-28)，其原意為屬基督的人，有人譯為基督人，但總以基督徒之名較

為合適，在使徒時代，信徒彼此之間的稱呼，乃是弟兄們、門徒、信徒、

聖徒等為多。 

10.8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四 17)，乃指從基督的教會開

始(提前三 15；來三 6)，而後進到別處，這種審判，認為是指教會將來

工作的審判(林後五 10；林前三 3-15；四 5)，另有認為這審判已經開始

了，非指將來，而是說當時的教會信徒，所遭受的逼迫和苦難，就是表

明神的審判起首了，雖然結局還未臨到，卻是那末世災難的起頭，是最

後審判開始的階段了(四 7參；可十三 8)。 

10.9 冠冕是君王尊嚴和權威的標誌(詩廿一 3；撒下十二 30；亞六 11；

九 16)，在新約中提到有荊棘的冠冕(太廿七 29)，不能壞的冠冕(林前九

25)，公義的冠冕(提後四 8)，生命的冠冕(雅一 12；啟二 10)，永不衰殘

的榮耀冠冕(彼前五 4)等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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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史地簡介 

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一 1)：這些地方除了沿藉南

部的海岸，和托魯斯山 Taurus山脈以南一帶的區域，就是包括稱為今日

小亞細亞半島的全部，亦即位於現今土耳其國的北部，當時乃是屬於羅

馬帝國的五省，其中本都，加拉太的北部，與加帕多家，則為附庸國，

庇推尼與亞西亞，則直屬於羅馬帝國，使徒彼得寫此封書信，就是給寄

居在這五省猶太人的基督徒而言。 

 

五. 彼得後書導讀4 

1. 內容要義 

本書係列為普通書信第三卷(雅，彼前，彼後)，其重要內容，係論到信

徒各等德行的進步，見證基督降臨的真確，預言假師傅的出現，背逆者

的殷鑑，不義之人敗壞的景況，主來日子的預備，世界末日的結局，應

許的盼望，以及對於信徒追求聖潔，長久忍耐，防備惡人謬解聖經，在

恩典和知識上的長進等，作最後的勸勉，書中文句華麗堅實，訓勉忠誠

懇切，為信徒之靈命進深，靈德培養最為完美之書。 

 

2. 本書作者 

係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彼得所寫的第二封書信(一 1)，按聖經學者的

見解，本書被列入新約經典中之時間較遲，約在主後三九七年的迦太基

大公會議 Council of Carthage 之後，因此認為是第二世紀末葉的一種冒

名著作，並且本書之措詞筆法，與前書頗不相同，而本書二章與猶大書，

又有許多相同之處，這可能是假借彼得與猶大之名而寫，或是抄襲猶大

書的，但從本書內證記載，分明著者為彼得，並且說明是他所寫的第二

封書信(一 1；三 1)，是他接近老邁之年，快要離開世界的時候所寫(一

13-14)，列入正典聖經，直到今日。 

 

3. 時地對象 

本書約在主後六十七年，即在彼得殉道前不久，著作似寫於羅馬，其對

象乃達與前書所致小亞西亞眾教會的信徒(一 1；三 1；彼前一 1)，使徒

保羅給這些教會信徒，也曾寫了書信(三 15-16)，足見這二位使徒對於他

們掛念之深、愛心與教訓之切矣。 

 

4. 著作原因 

使徒彼得在靈感之中，預知自己行將為主殉道(一 14-15；參提後四 6；

約廿一 18-19)，且知教會將來必有假師傅的出現，引誘信徒離棄真道，

敗壞他們的信心(二 1-3；參提前四 1；提後三 1-9)，尤其是關於基督再來

的應許，以及將來的審判道理，將會受到異端的譏誚和擾亂(三 3-7)，故

此彼得寫信警告信徒，堅守真理，謹防異端的危害，因而極力苦勸他們，

在靈性德性上追求長進，好在自己離世以後，信徒對於這些教訓，可以

時常思想記念。(一 5-8，15)。 

 
4.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讀經日課合訂本」，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1。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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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信息 

本書主要信息，是在注重信徒屬靈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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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分段綱要 

本書共三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大段如下： 

6.1 論當長進之事 一 1-21。 

6.2 論當防備之事 二 1-22。 

6.3 論當記念之事 三 1-18。 

 

7. 關係書卷 

7.1 本書論題和常用字，與前書多有相同之處，例如寶貴的(一 1，4；前

書一 7)，美德(一 3；前書二 9)，愛弟兄(一 7；前書一 22)，天使(二 4，

11；前書一 12)，私慾(三 3；前一 15；二 11)，末世(三 3，10；前一 5-10)，

先知的預言(一 19；三 2；前書一 10-11)，自由(二 19；前書二 16)，沒有

玷污(三 14；前書一 19)等。但這兩書之目的卻不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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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前書提到為主受苦，仇敵的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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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靈性成長的重要，兩書教訓目的，雖然各有不同，但其前後互為補益，

十分完美。 

7.2 本書與提摩太後書，有多處相同之點，兩書著者皆知自己殉道的日

子近了(一 14；提後四 6)，及至遭受患難逼迫之時，仍然滿有喜樂，亦

預先看見教會將會背道的情況。 

7.3 本書與約翰壹書有所不同之處，本書預言將來假師傅引進異端，否

認基督救贖真理(一 1-2)，約翰壹書則警告，在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

來了，否認基督位格的真理(約壹四 1-5)。 

7.4 本書與猶大書多有相同之處，尤以二章為然，例如有假師傅進來(二

1；猶 4)，不承認主(二 1；猶 4)，他們的刑罰(二 3；猶 4，7)，天使犯了

罪(二 4；猶 6)，二城傾覆(二 6；猶 7)，放縱情慾(二 10；猶 4，8，16)，

天使不用毀謗的話(二 11；猶 9)，沒有靈性的畜類(二 12；猶 10)，一同

坐席(二 13；猶 12)，巴蘭的路(二 17；猶 11)，狂風催逼的霧(二 17；猶

12)，黑黑的幽暗(二 17；猶 13)，說誇大的話(二 18；猶 16)，永不失腳(一

10；猶 24)，提醒你們(一 12；猶 5)，使徒所傳給你們的(三 2；猶 17)，

好譏誚的人(三 3；猶 18)，神的日子來到(三 12；猶 21)，從今直到永遠(三

18；猶 25)等，兩書同用這些引證及平行的句子，關係甚為密切。 

 

8. 研讀提要 

本書所講多是預言性質，所論道理時間是用將來式(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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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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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猶 17-18；彼後三 3)，故這兩書所用的比喻、詞句，所教訓的道理，

前後同樣溝通，讀者注意之。 

8.1 本書雖僅三章短篇，但其內容豐富，靈訓極為佳美，須將全書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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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思想一遍，並同時參讀前列關係書卷，加以查考，必然融會貫通，

多有領悟，靈命更得進深。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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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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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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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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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注意要點 

在本書中有些詞語與預言的事，加以簡要解釋如下： 

9.1 神的應許一語，乃為彼得書信中特別注重的用語(一 4；三 4，9，13；

參一 11；彼前一 3-4；五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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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三 13；彼前一 3-4；來十二 18；十一 16)。 

9.2 帳棚一詞，原意即指帳幕、會幕、居所(一 13-14；徒七 46)，年老的

彼得說到他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一 14)，他是以身體來比作帳棚，

隨時可以毀壞，意思是他預知自己離世的時候快要到了，正如主所指示

他的(一 14-15)。 

9.3 基督曾被稱為「明亮的晨星」(啟廿二 16)，先知早有預言「有星要

出於雅各」(民廿四 17)，乃指基督的降臨，又是祂快要來的預言(一 16)，

彼得是要信徒在這些預言上留意，如同燈照在暗處，如此神的話必發出

亮光照耀在他們心裡，好像晨星出現在天空一樣(一 19)。 

9.4 天使犯了罪(二 4)的事，聖經未有說明，惟從猶大書中，略知是不守

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要等候大日的審判(猶 6)，犯罪的天使，可

能是隨從魔鬼背叛神，失去了良善、公義、和聖潔，自甘墮落敗壞，成

為神與人永遠的仇敵，等候審判，要受永遠的痛苦(參太廿五 41；啟十二

4，7；廿 10)。 

9.5 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三 6)，顯然是指最初的世界(三 4-5；

創一 1-2)，因起初神創造天地之時(創一 1)，表示神已經把最初的天地世

界都造成了，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創一 2)，表示後因魔鬼和罪的敗

壞，使地面變成混沌，被深淵大水完全淹沒了。 

9.6 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三 13)，認為是舊天地的革新，因為罪的

影響，地球已經敗壞，而空中因被魔鬼佔領也敗壞了(弗二 2；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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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降臨以前，這天地為彼得所預言，要經過烈火焚燒，使之煉淨而更

新(參瑪三 2；四 1)，成為煥然一新的新天地，有義居在其中，這義可指

為神的義，或一切因信稱義而承受神之義的人(羅五 1，19；腓三 9)。 

 

10. 推介讀物 

張永信、張略著，《彼得前書》，香港天道書樓，1997年初版。 

張略著，《彼得後書》，香港天道書樓，1997年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