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前書 

 

使徒彼得於人生晚年（主後 62-64 年）完成《彼得前書》，當時尼祿王開始逼害基督徒（四 12，

不要以為奇怪），但未致嚴重，因此本書亦沒有像《啟示錄》般反對羅馬政權。雖然五 13 彼得

提及「在巴比倫…的教會問你們安」，但收信人都知道所指的是羅馬，因為當時的古巴比倫城

人口稀少，有少數猶太人，但無教會存在，而當時的猶太人和基督徒皆常以巴比倫暗喻羅馬；

特土良《反對異端》36 和優西比嗚《教會歷史》2.25.8 皆指出彼得晚年在羅馬生活。 

 

《彼得前書》的收信人是分散在小亞西亞五個省份——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亞西

亞、庇推尼的信徒（一 1），他們是猶太人和外族人混合的教會。當時的信徒正在面對苦難（一

6，二 12，18-25，三 13-18，四 1、4、12-19，五 1、7-10），因此彼得鼓勵他們在苦難裡持定屬

天的盼望（一 3、13、21，三 5、15）、持守對神的信心，不要動搖（一 3-12，四 12-19，五 7-10）、

並且在世上活出信仰的生活（一 13-25，二 11-三 12）。 

 

《彼得前書》雖是一封短信，卻涉及各種不同的教義，並許多關於基督徒生活和責任方面的道

理。難怪不同的讀者會在書中發現不同的主題，例如：論分別為聖、論苦難與逼迫、論受苦與

得榮耀、論盼望、論客旅、論勇氣，也有人認為這是一本論到上帝真恩的書信。彼得說他寫這

信，為要「勸勉你們，又證明這恩是上帝的真恩」（5:12），這是本書最明顯的主題，但也並不

排除其他許多附屬、輔助的主題。本從一 13 至五 11 也是由一系列的勸勉（命令）所組成。 

 

大綱： 

一、卷首問安（一 1－2） 

二、基督徒的救恩和盼望（一 3－12） 

三、基督徒應有的新生活（一 13－二 10） 

    1. 聖潔的生活（一 13－21） 

    2. 弟兄相愛的生活（一 22－25） 

3. 長進和事奉的生活（二 1－10） 

四、 基督徒在世作為客旅的生活（二 11－四 11） 

    1. 總括性的勸勉（二 11－12） 

  2. 順服的生活（二 13－三 12） 

 3. 為義而受苦的生活（三 13－四 6） 

  4. 彼此相愛的生活（四 7－11） 

五、末世基督徒面臨的試驗：苦難與榮耀（四 12—五 11） 

 1. 火的試煉之後有上帝的審判（四 12－19） 

2. 長老的事奉：為基督同受苦難及得著榮耀冠冕（五 1—4） 

3. 在群體中相處之道：自卑與升高（五 5—7） 

4. 暫受苦難後必得榮耀（五 8—11） 

六、結語（五 12－14） 



彼得後書 

 

本書作者自稱「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1:1），亦即與《彼前前書》作者相同（參 3:1；

彼前 1:1）。長久以來，這書信曾多番被質疑是彼得所寫，並且又是最遲被納入為新約正典的

一部，主要是早期教父們的著作，幾乎未提及此書。再者，在第一世紀後期有大量冒彼得名的

著作出現，同時假師傅、假使徒盛行，容易使人懷疑本書的真確性。更甚是《彼得後書》與前

書的寫作風格有顯著的不同，無論是在神學與文學的詞藻有很大的差別，令人難以接受兩封書

信同是出於彼得之手！但有學者解釋，前書是由西拉代筆（參彼前 5:12 原文），而本書大概

是彼得親筆所書，或由別的聖徒代筆，造成兩者文體上才相當大的差異。 

 

本書是在使徒彼得為主殉道之前不久所寫（參 1:13-14），據教會傳說使徒彼得是在羅馬暴君尼

祿（主後 54-68 年）時殉道。所以本書約在主後 66-68 年寫於羅馬。而本書的受者應當與《彼

得前書》的受者相同，「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參 3:1)，是「寫給那分散在本都、加

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的」(彼前 1:1)。使徒彼得預見自己面臨可能殉道的危

險，他針對教會出現「假師傅」的興起，他們是私自引進 陷害人的異端（參 2:1），特寫此信

提醒弟兄姊妹要堅守真道，並在恩典、敬虔和知識上長進（參 1:12-15；3:18），以等候主的日

子降臨。  

 

《彼得後書》有四個要義： 

1. 認識救主耶穌基督，使我們得以有分於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故此，我們必須 分外殷

勤，才得以豐豐富富的進入祂永遠的國（參 1:12-15）。  

2. 使徒警告信徒提防有人強解聖經、混淆真理，甚至假師傅會引進異端，說「捏造的 言語」，

甚至不承認主，否認耶穌的再來（參 1:20；2:1-4；3:3-4）。  

3. 有關主再來的教導，主不是躭延而是寬容，並且那日天地將經烈火銷化煉靜。  

4. 確定保羅的著作的地位，它們都是從主受靈感和賜智慧寫成的，具權威地位，是 神 的聖

言，其論述與彼得所寫的相輔佐和印證。  

 

大綱： 

1. 問安（1:1-2）  

2. 真知識的性質（1:3-21）  

－增進真知識的基礎和途徑 v3-11  

－彼得個人經歷的見證 v12-18  

－先知預言的憑據 v19-21  

 

3. 假師傅的表現（2:1-22）  

－他們的出現和滲透 v1-3  

－他們將受審判的證明 v4-10 上  

－他們的罪行 v10 下-16  

－背棄真知識的可憐 v17-22 

4. 假師傅的信息與真知識的盼望（3:1-18）  

－否定主再來的說法 v1-4  

－主再來的憑據和盼望 v5-13  

－提防錯解聖經，要殷勤長進 v14-18 

 

 

 



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一)本書與舊約的關係： 

(1)彼得引用挪亞（創六至八章）和羅得（創十九章）為例， 說明神會拯救敬虔和堅忍的人； 

(2)彼得引用巴蘭（民廿二章）為例，說明假先知的表現， 警戒信徒切勿效法他。  

(二)本書與《提摩太後書》的關係：具有如下相同之點： 

(1)本書是彼得最後的書信，而《提摩太後書》則為保羅最後的書信； 

(2)兩卷書均警告要提防假師傅(彼後 2章； 提後 3章)； 

(3)兩卷書均提到神聖言的「默示」（彼後 1:20；提後 3:16），聖經是抵擋異端教訓的惟一武

器； 

(4)兩卷書均提到他們將為主殉道（彼後 1:13-15；提後 4:6），且都坦然面對。  

(三)本書與《猶大書》的關係：後者的二十五節經文中，至少有十五節經文，或一字不漏，或

片斷地出現於《彼得後書》；並且許多相同的概念、字句和用辭彼此呼應地出現於兩書之中。

因此有些聖經學者推測，本書大概是由猶大代筆，而在他本人具名的《猶大書》中，便大量引

用了本書。  

(四)本書與彼得前書之比較：  

彼前 彼後 

主題：為主受苦 教會內的異端 

在苦難中向主忠貞 在異端中向主忠貞 

教外的仇敵 教內的仇敵 

應付苦難的秘訣：盼望 應付異端的秘訣：知識 

安慰 警告 

 

資料來源： 

https://www.blsbc.org/Prayers/PrayerMeeting-20120307.pdf  

https://www.blsbc.org/Prayers/PrayerMeeting-2012030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