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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07-04-2021 

神國百姓的新生命-11 

新生命的成長過程-02 

彼得後書 1:3-11 

 

唐興 牧師 

 
經文： 
1-生命成長的資源。 

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透過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的真知

識賜給我們了。4 透過這些，他已將又寶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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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命成長的過程。 

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σπουδὴν πᾶσαν παρεισενέγκαντες ἐπιχορηγήσατε]。有

了信心[πίστει]，又要加上德行[ἀρετή (“virtue”)]；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γνῶσις]；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弟兄的愛；有了[愛弟兄的心]弟兄的愛，又要加上 [愛

眾人的心] 捨己的愛。 

8 如果這些都在你的裡面，並且漸漸增加，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真知識中，你就不會懶

散，結不出果子了。 

 
3-生命成長的結局。 

9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

就永不失腳。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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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思想使徒彼得在他知道⾃⼰快要離開世界的時候，他所寫的最後⼀封書

信：彼得後書。彼得後書3-11節的第⼆部分：⽣命成長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彼得，在

他⽣命的末了，似乎是在繼續說明解釋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對他的教導。特別是⾺太福⾳

24-25章中「橄欖⼭寶訓」中所講的「主的降臨」和「防備假先知」的主題。這兩個主

題正好是彼得後書的主題。⽽在書信第⼀章⼀開始就，彼得就提到「真正認識主」的問

題，就是對神和主耶穌的「真知識」。這顯然和主耶穌在橄欖⼭寶訓中⼗個童女的比喻

中，主耶穌在最後審判時，對沒有預備好油的五個愚拙的童女，就是⽣命沒有改變的基督

徒說的有直接的關係。太25:12：「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彼得知道⾃⼰

和快就要站在主的⾯前交賬了；他已經預備好油了；他是良善⼜忠⼼的僕⼈，沒有把銀⼦

埋在地裡；祂賺了五千兩銀⼦，他結出了聖靈的果⼦。他清楚⾃⼰就要進入主耶穌的國度

了。因此，講到主降臨和假教師的主題之前，他在第⼀章⼀開始就先說明：進入基督完成

國度的道路。他把主耶穌對他⼀⽣的帶領，使他在恩典和知識中不斷長進結出聖靈的果⼦

的過程，教導餵養我們。這就是3-11節的內容。這⼀段新⽣命成長過程的教導正是在教

導我們如何裝備⾃⼰，免得被教會中的假教師所迷惑欺騙。 

 

中心思想：國度新⽣命成長結出聖靈的果⼦是進入基督完成國度的唯⼀道路。 

第3-4節，彼得⾸先說明新⽣命成長的資源。資源的內容，⽅法，⽬的和能⼒。新⽣命資

源的內容就是「關乎⼀切⽣命和虔敬的事」。⽅法是：神是透過我們對主耶穌的「真知

識」賜給我們的。這「真知識」有兩⽅⾯：第⼀，從聖經中獲得的關於神和主耶穌救恩計

畫（就是福⾳）的正確和完全的知識；第⼆，把這些知識應⽤在⽣活中導致⽣命轉變和獲

得的知識；⼀種領悟和明⽩神的救恩計畫的⽣活樣式。⽬的是要使我們⽣命的本性被更

新，被潔淨，被模成神兒⼦的形象。⽽聖靈的果⼦就是⾒證。這種資源的賜與，⽣命的轉

變，結出聖靈的果⼦都出於神的⼤能，就是運⾏在我們裡⾯的聖靈的能⼒，和主有功效的

呼召。 

 

經文解釋： 
2-生命成長的過程。 

2.1-回應。「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σπουδὴν πᾶσαν παρεισενέγκαντες 

ἐπιχορηγήσατε]。」基督徒⽣命的成長是對神和基督救恩的回應。這並不是說，既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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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切事都出於神主權的恩典，就表⽰「⼈要放⼿，不要做什麼，讓神來做吧！」。

這是許多⼈對羅⾺書8:2「在基督裡賜⽣命聖靈的律已經釋放了我」的錯誤理解。相反

地，這裡告訴我們要分外地殷勤。 

 

正因這原故[καὶ αὐτὸ τοῦτο δὲ]，把前⾯3-4節的經⽂連結在⼀起。這告訴我們，正因為這

是出於神主權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會產⽣功效的，恩典是有效⼒的。當⼈真明⽩神在基

督裡的救恩計畫，是會使新⽣命產⽣回應的，同時也是聖靈的⼯作。 

 

分外殷勤 [σπουδὴν πᾶσαν παρεισενέγκαντες]。這是⼀句成語，意思是：盡所有的努⼒。

我們需要盡所有的努⼒，回應神主權的恩典，回應祂賜給我們關乎⼀切⽣命敬虔的事，我

們需要盡所有的努⼒追求對神和主耶穌的「真知識」。這種的回應是⼀個過程，從信⼼開

始，⼀直到「愛」——就是聖靈所結的果⼦。從新⽣命發出的⾔語⾏為⾒證了內住聖靈的

⼯作。 

 

2.2-過程。「有了信心[πίστει]，又要加上德行[ἀρετή]；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γνῶσις]；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ἐγκράτεια]；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

耐，又要加上虔敬[ὑπομονή]；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φιλαδελφία]；有了愛

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ἀγάπη]。」 

 

翻譯的問題。⾸先，我們要解決⼀個翻譯上的問題。原⽂沒有「弟兄的⼼」，也沒有「眾

⼈的⼼」。希臘原⽂⽤了兩個不同的「愛」字。第⼀個希臘⽂的「愛」是[φιλαδελφία] 

(Philadelphia) 「非拉鐵非」被翻譯為「愛弟兄的⼼」。第⼆個希臘⽂的「愛」是[ἀγάπη]

（agapi）「愛加倍」被翻譯為「愛眾⼈的⼼」。因為中⽂的「愛」只有⼀個字，所以需

要加以解釋才能區分兩者的區分。 

 

「非拉鐵非」[φιλαδελφία]，這個字的希臘⽂的意思就是：對⾃⼰有⾎緣關係的兄弟姐妹

的愛。因此，中⽂聖經在其他的地⽅都翻譯為：愛弟兄，弟兄相愛的⼼。英⽂聖經翻譯為

「ESV-brotherly affection」或「KJV-brotherly kindness」。所以中⽂的翻譯「愛弟

兄的⼼」或「弟兄的愛」是正確的。⽽「愛加倍」[ἀγάπη] 翻譯為「愛眾⼈的⼼」，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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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錯，只是不夠到位。⽋缺了準確度，忘記了聖經本⾝對這個字下的定義。「愛加

倍」[ἀγάπη] 應該翻譯為：「捨⼰的愛」。 

 

翻譯為「捨⼰的愛」的原因，在於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3章，給「愛加倍」下了⼀連

串的15個定義。因為「捨⼰的愛」關係到基督的⼗字架上的愛。這種愛不存在⼈天然本

性之中。所以，保羅必須給它下特殊的定義，這是聖經的定義。林前13章的愛是⼀種經

過「捨⼰」和「否定⾃我」，背負⾃⼰的⼗字架跟隨主的捨⼰的愛。「愛加倍」[ἀγάπη]

也是加拉太書5:22節的聖靈的果⼦，是與本性慾望相爭的結果。所以，把「愛加倍」

[ἀγάπη]翻譯為「捨⼰的愛」是最合適的。這就是主耶穌⼀再和彼得說的：「若有人要跟

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16:25）這種捨⼰的愛是跟隨主，真

正認識主的⾒證。 

 

「有了信心[πίστει]，又要加上德行[ἀρετή]；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γνῶσις]；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ἐγκράτεια]；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ὑπομονή]；有了忍

耐，又要加上虔敬[εὐσέβεια]；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弟兄的愛[φιλαδελφία]；有了弟兄

的愛，又要加上捨己的愛[ἀγάπη]。」 

 

彼得從這裡開始，⼀連串地列出了8個名詞。但這⼜不像加拉太書5:22的聖靈的果⼦⼀樣

是⼀個清單：「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愛[ἀγάπη]、喜樂、和平、忍耐[ὑπομονή]、恩慈、良

善、信實[πίστει]、溫柔、節制[ἐγκράτεια]。」這⼀串八個美德是有互相關聯的。這八個美

德，被七個「加上」[ἐπιχορηγέω]這個字鏈接起來，⼀環扣⼀環，像鏈條⼀樣。「信⼼」

是起點，是新⽣命對基督福⾳的回應，⽣命轉變長⼤的開始。「捨⼰的愛」「愛加倍」

[ἀγάπη]是⽣命長⼤成熟的⾒證。 

 

「信心」[πίστει]。⾸先，我們知道信⼼是發⾃於神賜給我們的新⽣命的，是新⽣命對神

福⾳的回應。這是⽣命成長整個過程的起點。弗2:8-9說：「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

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10 我們

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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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信⼼是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發出信⼼的新⽣命，我們裡⾯的新⽣命，是基督裡的新

創造new creation。「信⼼」是新⽣命回應的開端，信⼼也是所有美德的根源和源頭。 

 

2.2.1-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ἀρετή]（arete）。「加上」[ἐπιχορηγέω]這個字是供應和提

供的意思，表⽰需要付出代價。我們不會⾃動地變成有德⾏，好像被注射到靜脈裡⽽⾃動

產⽣的，我們需要主動的，有意識性的去⾏善。新⽣命的信⼼是活的信⼼，「活信⼼」的

⾒證就是德⾏，好⾏為，道德上的卓越。德⾏放在信⼼後⾯，是告訴我們真信⼼不是單獨

⾚裸裸地存在的。新⽣命的信⼼是活的信⼼，隨著新⽣命的長⼤成熟，信⼼也會擴⼤。⽽

德⾏是信⼼最基本的⾒證。 

 

2.2.2-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γνῶσις]（gnosis）。這裡的「知識」希臘⽂是[γνῶσις]

（gnosis）。彼得在前⾯1:2「2 願恩惠、平安在你們對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真知識中，多

多地加給你們！」和1:8節「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真知識中，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了「真知識」（ἐπίγνωσις）(epignosis)。

中⽂聖經把1:2和1:8節的希臘⽂名詞「真知識」都翻譯為動詞「認識」。為什麼彼得要在

這裡⽤「知識」⽽不⽤「真知識」呢？ 

 

因為「真知識」是新⽣命長⼤成熟，結出聖靈果⼦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對神和主耶穌的真

知識，是從這八個美德的經歷中產⽣的知識——「真正的認識主」；是可以通過最後審判

的認識主。簡⾔之，「真知識」是「知識」所產⽣的結果。所以，這裡沒有⽤「真知

識」」（ἐπίγνωσις）(epignosis) ⽽⽤了「知識」[γνῶσις]（gnosis）。 

 

這裡的「知識」的意思。那麼這裡的「知識」[γνῶσις]（gnosis）是什麼意思呢？這裡的

知識不是頭腦中裝了很多的資料，知道很多事情。⼀位聖經學者(Peter Davis)指出：「從

上下⽂來看，這肯定是關於基督的知識。這裡的意思是：基督徒美德⽣活所必需的智慧和

洞察力，這是逐漸獲得的，是實⽤的，⽽不是純粹的投機智慧。」德國神學家藍吉Peter 

Lange認為：「這裡的知識是指：明智的舉止，對什麼是有⽤的或什麼是有害的，什麼是

應該做的，什麼是應該避免的，有明確的認識， 它使我們免於輕率的熱情和誇張…它引

導和調節所有美德，因此在實踐中，我們既不會做得太多，也不會做得太少，也不會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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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標。」改教家⾺丁路德則把這裡的知識理解為「審慎」prudence 他說：「審慎

是⼀切美德的眼睛，沒有它，美德很容易就退化為過失了。」 

 

所以，這裡的「知識」的意思，就是⼀種與基督有關的屬靈的智慧和洞察⼒。為什麼要和

基督有關呢？因為知道是基督透過聖靈在每天⽣活中帶領我們，教導我們按照福⾳的⽣命

新樣式（不順從⾁體只順從聖靈），被模成神兒⼦的形象。簡⾔之，就是基督徒在主的同

在中⽣活，順服主的引導。這就是認識主！詩篇39:9說「因我所遭遇的事出於你，我就

默默無語。」這是和基督有關的屬靈智慧和洞察⼒。⽽詩篇39篇本⾝就是在教導我們，

⼤衛受到羞辱的時候，如何在內⼼和主聯合，⽽在⾔語和⾏為上沒有犯罪。詩39:1「我曾

說：“我要謹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頭犯罪。 惡人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要用嚼環勒住我

的口。”」「知識」是一種認識主的帶領和引導的屬靈和洞察力。這種的「知識」就屬於

⼗字架的知識，⼀種在⾃我檢視下順服聖靈的知識。是在⽣活經歷中漸漸獲得的知識，屬

靈的智慧和洞察⼒。 

 

應用：多少的時候我們的⾔語和⾏為的本⾝是好的，但是因為時機和環境不適合，⽽成為

⼀種過失。我們好⼼的⾔語，因為不顧對⽅的感受，⽽造成關係上的摩擦。本來說⼀句溫

柔的話就夠了，點到為⽌就達到效果了，⽽我們卻往往令對⽅的⾃尊⼼受到傷害，⽽激起

對⽅⾁體本性的反擊，造成關係的摩擦衝突。指出其他⼈的錯誤和過犯時，我們需要這種

「知識」，屬靈的知識和洞察⼒。因為，我們的⾔語帶出了⾃我，所以會傷⼈，即使是好

⼼的。 

   

另外⼀⽅⾯，是⾃⼰本⾝被⼈冒犯，或對其他⼈有意或無意的⾔語⾏為感到厭惡、不耐

煩，特別是當⾃⼰受到忽視，⾃⼰沒有受到尊重時，情緒上產⽣攪擾，這時侯，我們就更

需要這種屬靈的智慧和洞察⼒。否則是無法結出聖靈的果⼦的。是的，我們都有信⼼，也

願意⾏善，但是在受到別⼈冒犯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我和⾃尊，本能地就會立刻發出負

⾯的⾔語⾏為。什麼⽣命的成長？什麼聖靈的果⼦？什麼最後的審判？什麼認識主？都拋

在腦後了！⾃我、⾃尊是⼈本性中最不可侵犯的領域。這些都是在婚姻關係中，在⼈際關

係中，特別在教會中常常發⽣的事。你在公司裡很少會有這種情形，因為關係到⾃我的利

益。為了⾃我利益就會忍受承擔某種程度的⾃尊和⾃我的傷害。這就是⼈性的⾃我！ 



 7 

 

屬靈的智慧和洞察⼒就是：「因我所遭遇的事出於你，我就默默無語」。彼得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在這些遭遇中獲得這種知識。因為這種「知識」，這種屬靈的智慧和洞察⼒，是

聖靈光照我們悟性所產⽣的新⽣命的能⼒。這是⽣命成長的最重要關鍵，因此被放在信⼼

和德⾏之後，在其他德⾏之前。 

 

2.2.3-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ἐγκράτεια]。在⾔語⾏為上具備了知識，具備認識主帶領引

導我們的智慧和洞察⼒，才有可能產⽣「節制」。和信⼼⼀樣，「節制」是聖靈所結出的

果⼦。「節制」就是「⾃我控制」，⼀種控制⾃⼰的慾望和渴望的內在⼒量（Davids 

Walls）。 

 

殘留在基督徒本性/⾁體中的衝動是非常強⼤的⼒量。「節制」「⾃我控制」必須是從屬

靈的智慧和洞察⼒的「知識」發出的，對本性⾁體的反制⼒量。彼得前書中說的：

「1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

[ἐπιθυμία]是與靈魂爭戰的。」也就是保羅所說的：加拉太書5章16節說「16 我說：你們

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ἐπιθυμία]了。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

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的。」 

 

「節制」是認識⾃⼰⾁體本性之後，產⽣對主的順服。不認識⾃⼰⾁體，是不會真正順服

主的。認識⾃⼰本性⾁體，才會有意識地去順服主。唯有我們在主的恩典中，才會認識⾃

⼰的本性⾁體，才會產⽣⾃我控制的內在⼒量。「節制」「⾃我控制」是新⽣命真正開始

漸漸長⼤的時候。我們開始認識到⾃⼰的不耐煩、脾氣，易怒的本性，尖銳傷⼈的⾔語，

開始認識到容易受傷的⾃我，在這個時候基督徒才開始漸漸地在恩典中開始轉變。 

 

2.2.4-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ὑπομονή]。「忍耐」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在重擔下⾏走」。

這是指⾯對主耶穌引導我們進入許多信⼼的試驗中的經歷。彼得前書⼀開始就說：彼前

1:6「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πειρασμός]中暫時憂愁，7 叫你們

的信心既被試驗[δοκίμιον]，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

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雅1:2「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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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ὑπομονή]中，都要以為大喜樂；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δοκίμιον]，就生忍耐。

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只要你是真正重⽣得救的基督徒，

主耶穌⼀定會帶領你進入各種不同的試驗中，為的是要我們⽣忍耐。這些試驗包括⼈際關

係的摩擦，⾝體的病痛，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受到各種的逼迫…等等，負⾯的遭遇。基督

徒受試驗的本⾝不是⽬的，⽬的是產⽣真正被鍊淨後的信⼼。信⼼是等候主給我們給我們

的結局（雅5:11）。雅各1:12「12 忍受試探[πειρασμός]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

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雅5:7「7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

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8 你們也當

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我們對⾃⼰屬靈⽣命的成長，和對其他⼈

屬靈⽣命的成長，都需要忍耐。因為這些都是神特別為我們量⾝定制的環境。「因為知道

患難生忍耐，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5 盼望不至於羞恥。」羅5:3。因此基督徒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羅5:3）——這是和成功健康福⾳相反的原則。 

 

2.2.5-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εὐσέβεια]。「虔敬/敬虔」是對神旨意的順服和敬畏。Peter 

Lang 說：「敬虔是⼀直以神為中⼼的思想掌控整個⽣命，把神的榮耀看為是最重要的

事，追求討神的喜悅，做神所喜悅的事成為⾃⼰的喜樂。」接下來的兩種美德：弟兄的愛

和捨⼰的愛，都是出⾃於「敬虔」對神的敬畏，追求討神喜悅的事⽽發出的⾏動。 

 

2.2.6-有了虔敬，又要加上弟兄的愛。弟兄的愛[φιλαδελφία]是⼀般性的，普遍性的對所

有⼈的善意。⼈與⼈關係的基礎。對眾⼈具有⼀種對⾃⼰家⼈⼀樣的愛。這裡是強調對不

同種族⽂化的弟兄姐妹的愛。特別是所有主內的弟兄姐妹之間是像⾃⼰親⼈⼀樣的關係。 

 

2.2.7-有了弟兄的愛，又要加捨己的愛。「愛加倍」[ἀγάπη]「捨⼰的愛」是從稱義的信⼼

產⽣的最⾼⾒證。使徒保羅說「捨⼰的愛」「愛加倍」是基督教所有教導的⽬標：提前

1:5「5 但命令的總歸/目的telos就是愛[ἀγάπη]，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

的信心生出來的。」「捨⼰的愛」是從經過試驗潔淨後的新⽣命信⼼所產⽣的⾔語⾏為。 

 

2.3-見證。「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真知識

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原⽂是：「如果這些都在你的裡面，並且漸漸增加，在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真知識中，你就不會懶散，結不出果子了。」這⼀連串的美德都在我們裡



 9 

⾯，就會真的認識主，因為，在這⼀連串的過程中，你必須與主聯合，向主認罪悔改，向

主求幫助，然後主耶穌就奇妙地把你從⼀次⼜⼀次的遭遇中拯救出來，你就獲得對神和主

耶穌的真知識，⽽漸漸能夠結出聖靈的果⼦了。 

 

加爾⽂指出：「當使徒要求這些東⻄時，他絕不是在斷⾔它們在我們的能⼒範圍之內，⽽

只是說明我們應該擁有什麼，以及應該做什麼。 ⾄於敬虔的⼈，當他們意識到⾃⼰的軟

弱時，發現⾃⼰的本分有所⽋缺，除了逃向神，求神幫助之外，別無他法。」「但他不會

只教導忠⼼的⼈忍耐、敬虔、節制和愛⼼； 但他要求在這些禀賦⽅⾯不斷的進步，這是

有道理的，因為我們離⽬標還很遠。 因此，我們應該不斷進步，好讓神的恩賜在我們裡

⾯不斷增加。」結出聖靈的果⼦不僅是我們的責任，也是福⾳的應許。因為：國度新⽣命

成長結出聖靈的果⼦是進入基督完成國度的唯⼀道路。 

 

彼得在他知道⾃⼰要⾒主⾯之前，他把新⽣命成長的過程啟⽰給我們了，我們需要仔細

地，反覆地思想這⼀段寶貴的教導。這就是主耶穌說的那⼀條通往永⽣的窄⾨⼩路，找到

的⼈也少。求主幫助我們，使我們真認識祂，好在我們⾒祂⾯的時候，得以進入祂永遠的

國。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