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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一開始就說明作者是使徒西門．彼得，而收信人就有兩批人，第一批是「那因

我們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的人，彼得所稱的「我們」就是與他同宗的猶太人。

而第二批就是「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與我們同得」就是指外邦信徒了。

換言之，彼得後書的收信人便是猶太和外邦的基督徒。在基督裡，不分種族國界，都

擁有同等的價值及權利。在初期教會，有些猶太信徒是會敵視或看不起外邦信徒，將

一些壓力加諸於他們身上的，但彼得不是以一個超越者的身份向外邦信徒講話，而是

對外邦信徒一視同仁，視他們為弟兄般看待。 

 

 信徒一旦被主耶穌所召，就能知曉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生命的事就是指主耶

穌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信徒，這應許不單涉及主耶穌會再來，更是信

徒的生命與神的屬性有份，亦因著信徒領受了這份恩典，就能夠擺脫從世上而來的情

慾，也就是擺脫了捆綁信徒的罪，讓信徒得著靈裡的自由。 

 

 彼得認為信徒既與神的性情有份，就必須努力追求屬靈的虔敬，不能單單滿足於相

信的地步，仍要朝向成熟及長進的目標。不過這目標需要時間去操練，換言之，信徒

的屬靈生命若要即時的成熟，是不切實際及不可能的。因為屬靈生命的成長是沒有捷

徑的，是逐步操練的，也是彼得對信徒的勸勉。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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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

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這兩節的經文一共有七次提到「有了

又要加上」的模式，就像一個逐級加上去的階段，逐級而上，循序漸進。彼得提出了

一個在屬靈品格上追求的態度，就是不自滿，不斷進步，不斷成長的心態。 

 

 這種態度的相反就是「瞎眼」、「短視」，也就是對屬靈事物視而不見，當信徒見不

到生命真實的一面，或者看不清整個生命的結局，只看到短暫的人生，他就不能在信

仰的賽道上奔跑，而只能在他的視野或眼界中向前衝，因此，無論他走得多快、或多

遠，都無法確定是否向著一個正確的方向而努力。或許，從他「短視」的眼中會認為

是正確的，但只要他能站高一點，戴回一個屬靈的眼鏡，他所看到的，就會截然不同。

未認識主耶穌，人根本無可能站高一點，亦沒有一副屬靈的眼鏡。然而，對於一個信

徒，既能有機會站高一點，亦擁有一副屬靈眼鏡，但卻放棄這機會，那是否如入寶山

空手回呢 ? 

 

 今天，我們是否一個屬靈的瞎子，我們眼中所看到的，是否自己想像出來的信仰，

是一種滿足自己的信仰，是一種自我惑覺良好的信仰。抑或，是一種靠著主的恩典，

不斷追求、操練，需要付上代價的信仰呢 ? 一種不勞而獲的信仰，又豈能讓我們看到

生命的真像呢 ? 那只是欺哄傻子的謊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