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真道分解》彼得前后书 

 

 

第 1 讲：彼得前书概论 

1. 作者 

彼前 1:1 开宗明义指明作者是使徒彼得。

“反对派”的理由最主要的说词是，书信的

写作内容所用的希腊文非常文雅，内容也过

多像保罗的书信体裁，因此怀疑不是出自彼

得的手笔。然而，此种说法也没有十足的证

据可以证明肯定不是使徒彼得所写，而对于

希腊文的流畅可以有两种回应： 

1.1. 彼得虽被称为是无知小民，但未必希腊

文不会长进。 

1.2. 此书信可以是由带信的西拉来代笔写信

（参考彼前 5:12）。 

2. 读者（收信人） 

在彼前 1:1 中提到“一群散居在小亚西亚

（现今土耳其）地区的外邦（非犹太人）信

徒”。（参考彼前 2:10；彼前 4:3） 

3. 著作年代 

教会历史传统说法使徒彼得于罗马皇帝尼禄

逼迫基督徒时期殉道，而尼禄死于主后 68

年，尼禄第一次大规模的逼迫在主后 64

年。因此写作年代约为主后 64-68 年。 

4. 写作地点 

彼前 5:12 说在巴比伦，有三种可能： 

4.1. 埃及的小镇巴比伦：这地区不太被提

到。 

4.2. 波斯古都巴比伦：这地点因罗马帝国兴

起而没落，且不曾听说彼得在那里有事

工。 

4.3. 暗指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此说法与启

示录的用词相同。 

5. 信息主要内容 

这是一封充满盼望的书简，在基督徒面对大

逼迫、苦难临到的时候，能够承受压力，为

主尽忠有美好的见证。 

 

第 2 讲：问安与感恩（彼前 1:1-12） 

1. 问安（彼前 1:1-2） 

1.1. 写作者：自称为使徒彼得。 

1.2. 对收信者的描述：从原文的重要次序。 

1.2.1. 被拣选的（选民） 

1.2.1.1. 先见→预先知道一切出

于神。 

1.2.1.2. 借圣灵成圣洁。 

1.2.1.3. 顺服与血洒：旧约中，

神与以色列民立约。 

1.2.2. 寄居的（侨民）：亚伯拉罕的情

况，被拣选后才有的身分。 

1.2.2.1. 外来的人；外国人。 

1.2.2.2. 暂住的，是会离开的。 

1.2.3. 分散各地的（散民）：对照早期

以色列民被掳分散各地，虽分散

却是相连结的。 

1.3. 最后问安：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

信徒。 

2. 神选民的特权──感恩的祷告 

2.1. 重生的怜悯（彼前 1:3–5） 

2.1.1. 永活的盼望（3 节） 

1.1.1.1. 永活。 

1.1.1.2. 与主一样。 

2.1.2. 属天的基业（4 节） 

4 个名词： 

2.1.2.1. 不能朽坏。 

2.1.2.2. 不能玷污。 

2.1.2.3. 不能衰残。 

2.1.2.4. 存留在天。 

2.1.3. 完全的救恩（5 节）。 

2.2. 在试炼中有喜乐（彼前 1:6-9） 

2.2.1. 基督徒的喜乐 

2.2.1.1. 虽然难过，却仍喜乐。 

2.2.1.2. 无法形容的喜乐 

2.2.1.3. 喜乐的根源：已经重

生、正在领受（实际体

会）。 

2.2.2. 基督徒的试炼 

2.2.2.1. 试炼是多样化的。 

2.2.2.2. 试炼是短暂的。 

2.2.2.3. 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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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有的。 

2.2.2.4. 试炼成全神的旨意，提

炼我们信心。 

2.2.3. 试炼中与神的关系和果效（彼前

1:8-9） 

2.3. 救恩的伟大与荣耀（彼前 1:10-12） 

2.3.1. 旧约先知的预言 

2.3.2. 先知讲到的救赎 

2.3.3. 天使查考的对象 

 

第 3 讲：基督徒的义务──圣洁（彼前 1:13-

25） 

1. 盼望的培养（彼前 1:13） 

1.1. 约束心思（理性） 

1.2. 谨慎自守（生活行为） 

1.3. 对象：主耶稣及其恩典。 

2. 圣洁的培养（彼前 1:14-16） 

2.1. 禁止效法世界（彼前 1:14）：消极的声

明。 

2.2. 命令追求圣洁（彼前 1:15-16）：积极的

追求。 

3. 敬畏神的培养（彼前 1:17-21） 

3.1. 因为在地上生命的短暂。 

3.2. 我们所祈求的父神是不偏待人的审判

主。 

3.3. 我们所经历的救赎伟大： 

3.3.1. 神付上了独生爱子的代价。 

3.3.2.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定的。 

3.3.3. 因基督的复活与升天成为救赎的

印证。 

4. 爱心的培养（彼前 1:22-25） 

受苦难时彼此相爱是神选民最重要的支持，

这真爱根源来自于神的道，因顺从真理就没

有虚假的爱。 

 

第 4 讲：新生命的喂养（彼前 2:1-10） 

1. 新生命的喂养（彼前 2:1-3） 

1.1. 作为婴孩的要成长，并得以完全。 

1.1.1. 消极：去除罪恶，三组用词：恶

毒；诡诈、虚伪、嫉妒；毁谤。 

1.1.2. 积极：要爱慕灵奶。 

2. 信徒为灵宫和祭司（彼前 2:4-8） 

2.1. 如何成为灵宫和祭司 

2.2. 基督就是活石，是被神拣选的基础。 

2.3. 信徒因像主成为活石。 

2.4. 活石是建造灵宫的材料，因此信徒要连

结，且信徒也就是祭司。 

2.5. 祭司的功用：献祭、是神悦纳的灵祭。 

2.6. 此段经文中引用三处旧约经文： 

2.6.1. 赛 28:16 

2.6.2. 诗 118:22 

2.6.3. 赛 8:14 

都将弥赛亚比喻为石头：房角石、被弃

的石头、绊脚石。 

3. 信徒特殊的四种身分与使命（彼前 2:9-10） 

3.1. 被拣选的族类 

3.2. 有君尊的祭司 

3.3. 圣洁的国度 

3.4. 属神的子民 

 

第 5 讲：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彼前 2:11-25） 

1. 一般呼吁：在非信徒中要品行端正。 

1.1. 消极方面（彼前 2:11）：禁戒（克制）

肉体的私欲。 

1.2. 积极方面（彼前 2:12）：需要有生活上

的好品格呈现出来。 

2. 对各阶层信徒的特别呼吁（彼前 2:13-3:7） 

2.1. 地上公民对掌权者的责任（彼前 2:13–

17） 

2.1.1. 责任的声明（彼前 2:13-14──以

自愿的顺服为基础，包含一切制

度，但以不违背神的旨意为最高

原则。 

2.1.2. 责任背后的缘由（彼前 2:15-17） 

2.1.2.1. 为主的缘故（13 节

上）；效法主的顺服及

尊崇主的教导。 

2.1.2.2. 堵住无知人的口（15

节）。 

2.1.2.3. 作神的仆人（16 节）：

虽是自由，仍有节制与

约束。 

2.1.2.4 尊重众人，爱护弟兄，

敬畏上帝，尊敬官长。 

2.2. 仆人（奴隶）对主人的责任（彼前 2:1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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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顺服的命令（彼前 2:18） 

凡事敬畏、顺服。 

2.2.2. 命令的延伸（彼前 2:19-20） 

即使在恶劣的主人手下，也要有

基督徒的好见证。 

2.2.3. 遵行命令的伟大动力（彼前 2:21-

25） 

2.2.3.1. 三个动力： 

2.2.3.1.1. 渴望得到神的

赞许。 

2.2.3.1.2. 基督徒蒙召的

本质。 

2.2.3.1.3. 忍受艰难的动

力，是因基督

的榜样。 

2.2.3.2. 六点特质： 

2.2.3.2.1. 经文暗示受苦

是神所命定的

份。 

2.2.3.2.2. 基督受苦有替

代性。 

2.2.3.2.3. 基督受苦可成

为榜样。 

2.2.3.2.4. 基督的受苦，

实质上在十架

上担当我们的

罪。 

2.2.3.2.5. 基督的受苦带

来医治。 

2.2.3.2.6. 基督的受苦将

人带到神面

前。 

 

第 6 讲：夫妻之间的责任（彼前 3:1-7） 

1. 妻子对丈夫的责任（彼前 3:1-6） 

四个概念： 

1.1. 妻子要顺服丈夫：彼前 3:1 是生活中的

见证，特别对未信主的丈夫而言。 

1.2. 妻子要活出纯洁和敬畏的生活：丈夫对

妻子生活见证的观察带来深思和反省

（彼前 3:2）。 

1.3. 妻子不要过分关心外表的妆饰，要培养

基督徒的品格（彼前 3:3-4）。 

1.4. 信主的妻子应该以古圣贤为楷模（彼前

3:5–6）。 

1.4.1. 三个特色（5 节）： 

1.4.1.1. 圣洁 

1.4.1.2. 仰望神 

1.4.1.3. 以品格装饰自己 

1.4.2. 撒拉作例子（6 节） 

2. 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彼前 3:7） 

2.1. 丈夫责任的声明： 

2.1.1. 按着知识是指要体谅明白妻子的

本质、需要与想望。 

2.1.2. 比较软弱是指体力上，因此要有

风度。 

2.1.3.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指同等的属

灵地位。 

2.2. 履行责任的动力：要与妻子有良好的关

系才能与神有良好的关系。 

 

第 7 讲：基督徒与人相处；面对苦难（彼前 3:8-

17） 

1. 彼得对全体信徒的呼吁（彼前 3:8-12）（1.一

般；2.各阶层）：不是针对教会内各种特殊类

别，是对所有信徒的劝诫，与社会地位或婚

姻状况无关。 

1.1. 基督徒之间的相处（彼前 3:8） 

5 个形容词：同心、体恤、相爱、慈

怜、谦卑。 

1.2. 信徒与非信徒的相处（彼前 3:9） 

不自贬而降低自己的水平与见证。 

1.3. 以旧约经文加强呼吁（彼前 3:10-12） 

引用诗 34:12-16 稍有修改，解释应用。 

2. 对受迫害信徒的一般劝戒（彼前 3:13-

4:19）：共分四段来解释。 

基督徒之间的相处：培养对受苦的正确态度

（彼前 3:13-17），为义忍耐并忍受苦难的心

态，有四个概念。 

2.1. 因行善而受苦是一种特权，不是“被

害”（彼前 3:13-14 上） 

2.2. 不要怕人的恐吓，倒要敬畏神（彼前

3:14 下-16 上） 

2.3. 在苦难中要有无愧的良心，并展现好品

格（彼前 3:16 下） 

2.4. 信徒面临苦难是神旨意的一部分（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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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第 8 讲：信徒受苦时要仰望基督（彼前 3:18-

22） 

1. 基督的受苦与受死（彼前 3:18） 

1.1. 与我们的罪有关联。 

1.2. 一次过，不需再重复。 

1.3. 义的代替不义的。 

1.4. 为要领我们到神面前。 

1.5. 基督受的苦是惨死，但复活了。 

2. 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宣讲（彼前 3:19-20

上） 

新约中最难解的经文，有四种观点说法： 

2.1. 灵是在洪水中丧生的灵魂，生前听基督

藉挪亚在那时代宣讲但不信。 

2.2. 灵是在洪水中丧生的灵魂，由死后复活

前的基督的灵向他们宣讲。（最有争

议） 

2.3. 灵是指堕落的天使，基督在胜过死亡

时，复活前向他们宣告。 

2.4. 指使徒时代不信的人，基督复活的灵藉

使徒们传扬福音。 

3. 基督教的洗礼（彼前 3:20 下-21） 

洪水象征洗礼，洗礼象征救赎，洗礼是个人

信仰的告白。 

4. 基督凯旋与登宝座（彼前 3:22） 

基督已取得完全的胜利。 

 

第 9 讲：信徒有份于基督的胜利（彼前 4:1-6） 

彼前 3:18-22 主要重点，是理解基督已完全战胜

邪恶。彼前 4:1-6 则是信徒有份于这胜利。 

1. 呼吁（彼前 4:1-2） 

为基督受苦能使信徒在成圣的道路上深进，

以受苦的心志作为兵器或工具。 

2. 动力（彼前 4:3-4） 

过去外邦人时期的败坏生命不配作神的儿

女，彼得提醒信徒过去生活的恶行已经成为

过去，但是这个罪恶的世代仍不肯放过我

们，因此免不了受毁谤，并且他们会亵渎

神。 

3. 鼓励（彼前 4:5-6） 

存着交帐的心志，成为信徒在不信的社会中

受毁谤时的鼓舞。本段中有关死人也曾有福

音传给他们的不同解释： 

3.1. 死人指灵性已死之人、背逆神的人。 

3.2. 旧约时代已死的义人。 

3.3. 所有在基督之前已离世，而在世时没有

机会听到福音的人。 

3.4. 指离世的基督徒，在离世前得听福音而

领受的人。 

以上以第四种解释较为合理。 

 

第 10 讲：结局近了，务要警醒（彼前 4:7-11） 

1. 确定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前 4:7 上） 

1.1. 这世界不会延续下去。 

1.2. 这结局已经“近”了。 

2. 在结局临近中，信徒的责任（彼前 4:7 下-

11） 

2.1. 活出有纪律和祷告的生命（7 节下）：谨

慎、警醒、祷告。 

2.2. 彼此切实相爱（8 节）：爱的宽恕，而不

是盲目或掩饰过错。 

2.3. 接待（9 节）：开放自己的家。 

2.4. 照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事（10-11 节）。 

本段特点： 

‧第 9 和第 10 节在原文是连接一起的一句

话。 

‧恩赐就是恩惠的礼物。 

‧恩赐不是为私人所用，乃是彼此服侍众

人。 

‧恩赐是要完成神圣托付的“好管家”。 

两种形式的恩赐： 

‧讲道的。 

‧服事的。 

‧使用恩赐最终的目标与动机是荣耀神。 

 

第 11 讲：苦难在信徒生命中的意义（彼前 4:12-

19） 

1. 信徒不要因严重的苦难临到而感惊奇，既然

与基督和祂的受苦连结，就当因此欢喜（12-

13 节）。 

火炼：燃烧；烤或煮；提炼金属。 

2. 不要将为基督的受苦，看作是不幸或羞耻的

事。应该看为是一种特权，为此而感谢神

（14-16 节）。 

2.1. 为主受苦，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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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恶行受苦，罪有应得。 

3. 信徒应该毫无怨言的接受苦难，因为这一切

都是神审判世界的过程之一（17-18 节）。 

3.1. 经文分段： 

3.1.1. 作出声明、提醒（17 节上）。 

3.1.2. 作出推论与结论（17 节下）。 

3.1.3. 引述箴 11:31，加强语气（18

节）。 

3.2. 实际的功课： 

3.2.1. 信徒受苦不是受罚，乃是炼净。 

3.2.2. 信徒受苦是末日受审判的先兆。 

3.2.3. 严格的审判提醒信徒站稳信仰。 

3.2.4. 活出美好见证，必有盼望。 

4. 信徒将要受苦看作委身于主的时机，并且在

其中得保护（19 节）。 

4.1. 神容许让福音的敌人（抵挡者）逼迫神

的子民。 

4.2. 透过信徒的受苦，神引领信徒进到更学

像基督的样式。 

 

第 12 讲：对长老和年幼信徒的劝勉（彼前 5:1-5

上） 

劝勉的对象：彼前 5:1-4 是针对做长老的。彼前

5:5 是转向其它非作长老的，被称为年幼的。 

1. 劝勉作长老的（彼前 5:1-4） 

1.1. 彼得对自己职分的介绍（彼前 5:1） 

1.1.1. 作长老 

1.1.2. 作见证人 

1.1.3. 同享荣耀的 

1.2. 劝勉的内容：牧养与照顾（彼前 5:2-4） 

1.2.1. 牧养的工作：照管、不辖制、做

榜样。 

1.2.2. 牧养的赏赐：永不衰残的荣耀冠

冕（4 节）。 

2. 劝勉年幼的信徒（彼前 5:5 上） 

2.1. 年幼的定义相对于长老。 

2.2. 重点在于顺服。 

 

第 13 讲：对全体会众的劝勉（彼前 5:5 下-14） 

1. 谦卑为基础（彼前 5:5） 

1.1. 彼此顺服，也是先顺服神。 

1.2. 神的法则，赐恩给谦卑的人。 

2. 降服于神，承认自己的不是，必得成长（彼

前 5:6） 

3. 除去等候中的忧虑，主必顾念（彼前 5:7） 

4. 对付魔鬼的伎俩，应有正确的认识（彼前

5:8-9） 

4.1. 谨守儆醒。 

4.2. 仇敌像吼叫的狮子。 

4.3. 游走找可吞吃的对象。 

4.4. 用坚固信心抵挡。 

4.5. 许多肢体的美好见证。 

5. 从神的应许及得神的荣耀支取力量（彼前

5:10-11） 

6. 最后的结语（彼前 5:12-14） 

6.1. 对书信概括的描述（彼前 5:12） 

6.1.1. 书信是藉西拉完成。 

6.1.2. 这封信是要劝勉信徒。 

6.1.3. 这封信是个证明、见证神的恩

典。 

6.2. 最后的问安（彼前 5:13） 

6.3. 请求与祝福（彼前 5:14） 

 

第 14 讲：彼得后书概论 

1. 作者：彼后 1:1 清楚说明作者是使徒西门彼

得，但是批判者仍有许多争论。 

1.1. 反对者所提出的疑问有 11 点。 

1.1.1. 作者的语句与叙述乃仿冒彼得，

而实非他本人。 

1.1.2. 与福音书相同之处不多。 

1.1.3. 彼后 3:2、4（“使徒”与“先

祖”指后一点的时代）。 

1.1.4. 彼后 3:3-4（有关主的再来）指使

徒时代后期的思想。 

1.1.5. 彼后 1:18 的词句乃后期的神学词

句。 

1.1.6. 彼得的资料源自约瑟夫。 

1.1.7. 彼后 1:14 来自约 21:18-19。 

1.1.8. 本书所定罪的假师傅乃指后期的

情形。 

1.1.9. 本书主要骨干从犹大书抄袭过

来。 

1.1.10. 彼后 3:15-16 暗指第二世纪的时

间。 

1.1.11. 彼得前后书在神学与文学中之差

别。 



 6 

1.2. 赞成是使徒彼得的 7 个理由。 

1.2.1. 彼后 1:1 著者自己承认是使徒彼

得所写。 

1.2.2. 著者与受书人的关系颇深（彼后

1:12-13）。 

1.2.3. 著者预知自己即将殉道（彼后

1:14-15）。 

1.2.4. 著者曾在荣光中亲自听见神为基

督所作的见证（彼后 1:16-18）。 

1.2.5. 彼后 3:1 说：“我现在写给你们

的是第二封信。” 

1.2.6. 著者与使徒保罗相熟识，且系同

辈的同工（彼后 3:15-16）。 

1.2.7. 彼后有甚多论题或常用字与前书

相同。 

2. 读者（收信者）： 

2.1. 同有信心，得救的信徒。 

2.2. 可能也是与彼得前书同一个群体。 

3. 著作年代：同样因尼禄皇帝的逼迫，彼得殉

道，按历史记载则限于主后 64-68 年。因为

是后书，所以是较前书为晚。 

4. 写作地点：可能在罗马，因为彼得在此殉

道。 

5. 信息主要内容：在彼得判断即将殉道之前，

体认教会中必有异端、假师傅等出现，要败

坏信徒的信心。彼得希望透过书信，坚固信

徒预先警告防范。 

 

第 15 讲：问安；基督徒的蒙召与拣选（彼后

1:1-11） 

问安（彼后 1:1-2）：作者与受信人之间的关系，

因信同得属天生命。 

灵命成长的供应（彼后 1:3-11），共有四方面。 

基督徒的蒙召与拣选（彼后 1:3-11）： 

1. 神子民的特权（彼后 1:3-4）：认识主的重

要，因认识才能领受应许，并得与神的性情

有份。 

2. 信心的果效（彼后 1:5-7）：信心是基础，之

后不断的加添各种特质、美德、辨识能力、

克制自己、坚定忍受、虔诚敬拜、肢体相爱

到达巅峰，神圣的基督之爱。 

3. 呼吁信徒要多结果子（彼后 1:8-9） 

3.1. 积极：拥有特质才能成长，真认识神，

并且多结果子（8 节）。 

3.2. 消极：缺乏特质会不结果子，像眼瞎一

样，不明白救恩。 

4. 敬虔的目标（彼后 1:10-11）：会有两种结果

产生。 

4.1. 信徒绝不会因苦难而跌倒。 

4.2. 信徒因此可以进入永远的国度： 

4.2.1. 是关乎来世永恒的国。 

4.2.2. 是指现今，与将来有关。 

4.2.3. 是属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

国。 

 

第 16 讲：彼得的见证；基督的大能和荣耀；圣

经的信息（彼后 1:12-21） 

1. 彼得的见证（彼后 1:12-15） 

1.1. 见证的将来用途（彼后 1:12） 

1.2. 目前对见证的需要（彼后 1:13） 

1.3. 见证是迫切的重要（彼后 1:14-15） 

2. 基督的大能和荣耀（彼后 1:16-18） 

2.1. 基督大能的目击见证人（彼后 1:16） 

2.2. 基督的尊贵和荣耀（彼后 1:17-18） 

3. 圣经的神圣信息：（彼后 1:19-21） 

3.1. 圣经的功效（彼后 1:19） 

3.2. 圣经的可靠（彼后 1:20-21） 

 

第 17 课：前面的危机──异端（彼后 2:1-11） 

1. 不道德和贪婪的自私心态（彼后 2:1-2） 

1.1. 假先知、假教师有关的三件事（1 节） 

1.1.1. 引进使人灭亡的异端。 

1.1.2. 否认曾经买赎他们的主。 

1.1.3. 会迅速的自取灭亡。 

1.2. 假先知、假教师的不道德行为（2 节） 

1.3. 异端教徒的贪婪和必有审判临到（3

节） 

2. 跟随异端的必遭审判（彼后 2:4-10 上） 

2.1. 堕落的天使（彼后 2:4） 

2.2. 挪亚时代的洪水（彼后 2:5） 

2.3. 所多玛与蛾摩拉的灭亡（彼后 2:6-7） 

3. 对神命令所存的侮慢态度（彼后 2:10 下-

11） 

 

第 18 讲：假教师带来的坏结果（彼后 2:12-22） 

1. 属灵无知所带来的傲慢，情欲与贪婪（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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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6） 

1.1. 假教师的傲慢（彼后 2:12） 

1.2. 假教师的情欲（彼后 2:13） 

1.3 .假教师的贪婪（彼后 2:14） 

1.4. 巴兰的邪恶例子（彼后 2:15-16） 

2. 随从异端所带来的空虚和灵里的辖制（彼后

2:17-19） 

2.1. 虚妄的言语（彼后 2:17） 

2.2. 夸大的话语（彼后 2:18） 

2.3. 属于奴仆式的教导（彼后 2:19） 

3. 与神隔绝的最终下场（彼后 2:20-22） 

3.1. 假设（彼后 2:20 上） 

3.2. 结论（彼后 2:20 下-21） 

3.3. 比较（彼后 2:22） 

 

第 19 讲：属天盼望的提醒──基督再来（彼后

3:1-10） 

1. 主再来的应许（彼后 3:1-4） 

1.1. 讲论主再来的目的（彼后 3:1-2） 

1.1.1. 彼得对收信人的称呼：亲爱的。 

1.1.2. 这是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未必是

彼得前书）。 

1.1.3. 彼得希望激发信徒真诚的心。 

1.1.4. 彼得提醒信徒要记得先知的话语

和使徒的命令。 

1.2. 基督再来的前兆（彼后 3:3-4） 

2. 主再来的明证（彼后 3:5-10） 

2.1. 从历史辩证（彼后 3:5-7） 

2.1.1. 创造（彼后 3:5） 

2.1.2. 毁灭（彼后 3:6） 

2.1.3. 保存或是延迟（彼后 3:7） 

2.2. 从圣经辩证（彼后 3:8） 

2.3. 从神的性情辩证（彼后 3:9） 

2.4. 从基督的应许辩证（彼后 3:10） 

 

第 20 讲：基督再来的应用（彼后 3:11-18） 

1. 主再来的应用（彼后 3:11-13） 

1.1. 新态度（彼后 3:11） 

1.2. 新行动（彼后 3:12） 

1.3. 新期待（彼后 3:13） 

2. 末了的训诫（彼后 3:14-18） 

2.1. 须在道德上清洁（彼后 3:14） 

2.2. 以保罗的话作提醒（彼后 3:15-16） 

2.3. 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后 3: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