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隨筆 

向高處行 (第五講) 
彼得後書 1:3-8 

梁德舜牧師 
 

彼得後書 1:3-8 

1:3 神的 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

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

主。 

1:4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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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

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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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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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願主的平安與恩典常與恩浸人同在！ 

 今主日再與恩浸人一同藉彼得後書 1:3-8 來思想

「向高處行」第五講的信息。 

 今天我們從 6-7 節再看彼得要我們「有了還要加

上 」。 

 在向高處行，彼得勸勉我們，除了信心是基礎、第

一步外，還要努力，還要「加上」，加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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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主日) 
 壹. 加德行  (1:5) 

 

貳. 加知識  (1:5)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這知識是指聖經，真理方

面的 知識。一個人的知識和他的長進很有關。原來當我

們的屬靈知識增多了，我們才知自己的不足，才會有更

深的追求，才 有更深的進步。當我們的知識多了，我們

才知道我們的信仰， 行為是否恰當，正確。這樣我們才

能結出真正屬靈的果子。  

 在新約裡，有幾個希臘文的字是翻譯成「認識」。

下列三個最為普遍： 

(1) Ginosko - 開始認識或在認識的過程中。 

(2) Oida - 完全認識。 

  如約翰福音 8:55  「你們未曾認識 (ginosko) 

他，我卻認識 (oida) 他。」 

 馬可福音 4:13  「你們不明白 (oida) 這比喻

嗎？這樣怎能明白 (ginosko) 一切的比喻

呢？」 

(3) epiginosko -  這是「進入水深之處」的認識，有辨

明和洞察的能力。 

 如羅馬書 1:32  「他們雖知道上帝判

定 (epigingosko) 行這樣事的人。」 

 提摩太前書 4:3  「叫那信而明白 

(epiginosko) 真道的人。」 

 彼得將知識排在信心與德行之後，構成信、行、知

的次序，這次序與普通人的教訓不同。一般人的道理都

以為是先「知」，後「行」，然後才會相「信」。但聖

經的次序乃是先「信」，然後再「知」。 

 信心，將我們放在一個好的基礎上，便我們與 神

的性情有分，有永生 神的生命，有屬靈的能力去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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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美好的品德。 

 德行，顯明我們內在之信心，證明真實信心的能

力，並在我們的經歷當中增加我們的信心。 

 知識，使我們的信心與品德都行在正軌中，知道

如何妥善而謹慎地為主而活。 

 這三者互為因果，知識可以增長我們的信心和德

行，而德行與信心的增長，亦能增加知識。 
 

叁. 加節制 (1: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這裡的節制不是指追求知

識要適可而止，乃是指我們信徒生活自我控制。不要讓

自我走出來，不要讓老性情死灰復燃。我們必須留心在

對付罪惡的事情上節制，不可陷入罪中。 

 節制是不過分、適可而止，這跟「禁止」不同。 

 禁止是針對完全不可行的事，如犯法。 

 節制則針對那些可行，但可能踰越範圍的事，例如

飲食或娛樂。飲食如果不節制，暴飲暴食，會有損健康，

所以要有節制，可行的事得到平衡。 

 孔子教導學生「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做事

如果過了分，就等於趕不上，要用節制使事物平衡。 

 俗語說：「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休息時休息。」

這是作息有節制的表現。但很多人—尤其青少年，不注

意作息時間的分配，平常懶懶閒，到了「死線」或考試

就來個通宵「開夜車」；又或者沉迷上網，日日臉書、

網上遊戲，直至深宵還是不眠不休，到第二天上班、上

學時，雙眼浮腫，像熊貓眼，試想，這樣怎會有好表現？

怎會有好身體？ 

 按照聖經的教導，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有節制，不

管是男女老少。 

 

 「監督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

制、克己、端正，樂意接待外人，善於教導。」（提摩

太前書 3:2） 

 「女執事也必須莊重，不說閒話，有節制，凡事忠

心。」（提摩太前書 3:11） 

 「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正、克己，在信心、愛心、

耐心上都要健全。」（提多書 2:2） 

 從聖經清楚的教導，我們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在哪

些方面需要節制： 

 我是否看太多電視劇而沒有時間讀經、祈禱，也沒

有時間關懷、探訪弟兄姊妹？ 

 我是否花太多時間上網而疏忽了學業？ 

 我是否在工作上投入太多時間，以致沒空陪伴家

人？ 

 我是否吃得太多、睡得太久、花太多錢、太容易發

脾氣？ 

 我是否過於追求輕鬆舒適的生活，以致不願意投入

傳福音的工作？ 

 在參孫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他不節制，導致喪失了

生命。首先，參孫在亭拿看見一個非利士的女子，一見

鍾情就要娶她，不顧父母親的提醒與反對，也不管自己

身為士師的使命，結果這個女人卻成了別人的妻子。 

 另外，參孫看見死獅子之內有蜜，不顧拿細耳人不

可碰死屍的條例，取了其中的蜜來吃。後來參孫到了非

利士人的城迦薩，看見一個妓女就與她親近，順著眼目

的情慾行事，來滿足他情慾的需要。最後，他又愛上大

利拉，終於向她透露自己力大無窮的秘密而被制伏，弄

瞎了雙眼，在監牢裡推磨。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

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你們或吃或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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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上帝而做。」（哥林多前書 10: 

23；10:31）。 

 願恩浸人行事為人都懂得節制，表現出聖靈所結的

果子。 

 

肆. 加忍耐 (1:6) 
 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 

 忍耐就是有很大的容量，可以容忍別人。聖靈在信

徒身上的另一種工作，就是使他們能忍受環境上各種不

平的待遇。主耶穌也曾「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

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希伯來書 11:2)；忍受十

字架的苦難，就是忍受了各種的最終點，是忍耐到底的

「忍耐」，是忍耐到「成功」的忍耐。(雅各書 1:4)。 

 聖經中許多屬靈的偉人也都是忍耐的偉人。 

A. 約伯在一連串毫無理由且無情的打擊中忍耐到底。 

B. 挪亞忍耐傳道一百二十年之後，又在方舟中忍耐等候

洪水消退。 

C. 亞伯拉罕忍耐等候，得著了 神所應許的兒子以撒。 

D. 大衛雖受了撒母耳的膏油，卻不肯用自己的手段與掃

羅爭奪王位，仍然忍耐等候 神的時候來到，才登基

作以色列人的王。 

 這些例子都給我們看見，自古以來 神所重用的都

是善於忍耐的人。 

 雅各勸告我們「忍耐也當成功」。忍耐的價值在於

忍耐到底，不是只忍耐一半；而忍耐的成功卻在乎有活

潑的盼望。有確切的盼望，就有能力忍耐，沒有能力忍

耐沒有盼有盼望就不能忍耐。連主耶穌「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難」，也是因為祂盼望那「擺在面前的喜樂」。 

 所以，信徒也應當看重我們所盼望的榮耀，使我們

為基督的緣故，能忍耐這世界的患難。聖靈是不叫人焦

急、暴躁、衝動行事的。聖靈所結的果子乃是忍耐，所

以凡出於焦急、暴躁、衝動的事，都很可能不是聖靈的

引導。 

 
 

結論： 
 忍耐、節制很好，但必須持之有恆，人的問題就是

欠耐力。行天路不易，要好好地照主的道來行天路更是

不易，人若不能忍耐就會放棄，開小差。許多時候，人

不想走主的路，總是歸罪別人，埋怨別 人，認為是別人

影響自己，其實那是自己耐力不夠，與別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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