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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㈧㈰慶㈷期第㈧㈰
㆝主之母聖瑪利亞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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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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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趙一舟，
《我們的慶節》



Feast of the Divine 
Maternity of Our Lady





《敬禮聖母彙編》，1987年，61-62頁







465.  ……325年的第一屆尼西亞大公會議，在其信經中宣認天主子「聖父所生，
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並譴責了亞略。

466. (為駁斥奈斯多略異端)……431 年厄弗所大公會議宣認：「聖言在其位格
內，跟那具有理性靈魂的肉體結合為一的時候，便成了人」。基督的人
性除了天主子的屬神位格外，別無其他的主體，而這人性是祂在受孕時
攝取而成為自己的。

因此，厄弗所大公會議於 431 年宣認，瑪利亞由於在自己胎中懷了成為
人的天主子，故確實成了天主的母親：「說她是天主之母
(Theotokos)……當然不是說聖言的性體或其天主性，是出生於聖童貞。
而是說，那個由她所生的具有理性靈魂的聖肉身，已與天主聖言合成一
位，故聖言按肉身而言，可說是受生的那一位」。

（《天主教教理》465, 466, 495）



圖：https://www.ephesusturkey.com/ephesus-highlights/virgin-mary-churches/

https://www.ephesusturkey.com/ephesus-highlights/virgin-mary-churches/


就地取材(公共會堂式) 移風易俗 (祭台座西改為座東)





The Eucharist is taken in the Church of Mary in Ephesus (/ˈɛfəsəs/; 
Greek: Ἔφεσος Ephesos; Turkish: Efes; ultimately from Hittite Apasa) 
was an ancient Greek city on the coast of Ionia, three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present-day Selçuk in İzmir Province, Turkey. 圖：https://www.dreamstime.com/editorial-stock-image-eucharist-church-

mary-ephesus-taken-
%C3%AB%CB%86%C3%A9%E2%80%BAf%C3%A9%E2%84%A2s%C3%A9%E2%84
%A2s-greek-%C3%A1%C2%BC-
%C3%AF%E2%80%A0%C3%AE%C2%B5%C3%AF%C6%92%C3%AE%C2%BF%C3%
AF%E2%80%9A-ephesos-turkish-efes-ultimately-image45578669



進堂詠

萬福聖母，你生育了統馭㆝㆞的永生君王！
（參閱依9:11, 5；路1:33）

或

今㆝真光照耀我們，因為㆖主為我們誕生了；
他將被稱為神奇的謀士、強㈲力的㆝主、永
遠之父、和平之王，他的王權沒㈲終結。
（參閱依9:2,6；路1:33）

㆝主之母聖瑪利亞（節㈰）
一月一日（聖誕慶期第八日）

圖：https://juicyecumenism.com/2018/12/21/40499/

https://juicyecumenism.com/2018/12/21/40499/


集禱經

㆝主，
你藉瑪利亞童貞生育，誕生了㆟類的救主。

求你因聖母的轉禱，使我們常能迎接你的聖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是生命之源，和
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王。亞孟。

額我略禮典（7-8世紀） 82；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440：1月1日耶穌受割損禮

㆝主之母聖瑪利亞（節㈰）
一月一日（聖誕慶期第八日）

2022年12月修訂中譯

圖：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4%BA%BA%E6%B0%91%E6%95%91%E6%8F%B4%E4%B9%8B%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4%BA%BA%E6%B0%91%E6%95%91%E6%8F%B4%E4%B9%8B%E6%AF%8D


歷史
普遍認為這幅聖像畫來自克里特島，於公元590年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位期間由一艘花船運
抵台伯河，教宗額我略一世親自迎接了這幅聖像畫。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它被安放於聖
母大殿洗禮堂的門上。1240年開始，在聖座的官方文件中開始稱其為「宇宙之后」（拉丁
語：Regina Caeli）。之後這幅聖像畫被移至中殿。從13世紀開始，它被保存在一個大理
石聖龕中。從1613年起，它被供奉於聖母大殿保祿小堂的一個特製祭台上。這座聖堂和該
祭台受到教宗的特殊庇護[6]。
最遲從15世紀開始，這幅聖像畫被認為能帶來奇蹟。耶穌會在聖母會運動中使用這幅聖像
畫來推進對聖母瑪利亞的敬禮[6]。
教會傳統認為這幅聖像畫是聖路加親自創作的。根據傳說：
聖母在耶穌受難後搬到了宗徒若望的家中，她隨身攜帶了一些個人物品——其中包括一張
救世主在聖若瑟的工坊製作的桌子。耶路撒冷虔誠的童貞女們說服聖路加為天主之母畫一
幅肖像，而這幅肖像正是在那張桌子的桌板上繪製的。在創作過程中，聖路加仔細聆聽了
瑪利亞講述她兒子的生平，這些事實後來被記載在他的福音書中。傳說這幅畫一直在耶路
撒冷及其周邊流傳，直到公元4世紀聖海倫娜發現了它。這幅畫與其他聖物一起被運送到君
士坦丁堡，聖海倫娜的兒子君士坦丁大帝為紀念登基而建造了一座聖堂。[7]

根據《羅馬禮儀書》記載：「在以弗所大公會議 (公元431年) 後，耶穌的母親被稱為天主
之母，教宗西斯篤三世在羅馬的埃斯奎利諾山上建立了一座奉獻給天主聖母的聖殿。這座
聖殿後來被稱為「大聖母大殿」。它是西方最古老的，為紀念聖母瑪利亞而建造的教堂。」
《羅馬主教禮儀書》則有如下記載：
「利伯略大殿，如今被稱為大聖母大殿，是教宗利伯略（公元352年-366年在位）建造的，
並由教宗西斯篤三世翻修擴建……教宗利伯略選擇了一幅掛在教宗的小堂的聖像畫，它備受
尊敬，據說是被聖海倫娜帶到羅馬的……」

圖：https://www.dreamstime.com/protectress-roman-people-icon-basilica-santa-maria-maggiore-rome-italy-salus-populi-romani-protectress-roman-people-icon-image152449446

Salus Populi Romani or Protectress 
Roman People Icon Basilica Santa 
Maria Maggiore Rome Italy. One of 4 
Papal basilicas, built 422-432, built in 
honor of Virgin Mary, 590 AD, 
reputedly painted by Saint Luke

資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4%BA%BA%E6%B0%91%E6%95%91%E6%8F%B4%E4%B9%8B%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9%87%8C%E7%89%B9%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9%A1%8D%E6%88%91%E7%95%A5%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C%AF%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4%BA%BA%E6%B0%91%E6%95%91%E6%8F%B4%E4%B9%8B%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6%AF%8D%E4%BC%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4%BA%BA%E6%B0%91%E6%95%91%E6%8F%B4%E4%B9%8B%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8%B7%AF%E5%8A%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4%E7%BF%B0_(%E4%BD%BF%E5%B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8%8B%A5%E7%9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4%B9%8B%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6%B5%B7%E5%80%AB%E7%B4%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4%BA%BA%E6%B0%91%E6%95%91%E6%8F%B4%E4%B9%8B%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D%97%E9%A9%AC%E7%A4%BC%E4%BB%AA%E4%B9%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5%BC%97%E6%89%80%E5%A4%A7%E5%85%AC%E6%9C%83%E8%AD%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8%A5%BF%E6%96%AF%E7%AC%83%E4%B8%89%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6%96%AF%E5%A5%8E%E5%88%A9%E8%AF%BA%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D%97%E9%A9%AC%E4%B8%BB%E6%95%99%E7%A4%BC%E4%BB%AA%E4%B9%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E5%88%A9%E4%BC%AF%E7%95%A5
https://www.dreamstime.com/protectress-roman-people-icon-basilica-santa-maria-maggiore-rome-italy-salus-populi-romani-protectress-roman-people-icon-image15244944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4%BA%BA%E6%B0%91%E6%95%91%E6%8F%B4%E4%B9%8B%E6%AF%8D


圖：https://www.macaumemory.mo/entries_7f55a276603d414da6bd3d89777b97ad及 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284301/1/0059_201706_2.pdf

https://www.macaumemory.mo/entries_7f55a276603d414da6bd3d89777b97ad
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284301/1/0059_201706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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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聖經：《戶籍紀》引言

《梅瑟㈤書》第㆕部稱為《戶籍紀》（或民數紀），因為本書內數次記載了戶口調查和士兵登記的事。

本書㆖繼《出谷紀》，敘述選民由西乃山起程，在梅瑟領導㆘，38年之久，在曠野㆗所經歷的㆒些重
要大事。除這些重要大事外，還記載了㆒些㈲關㉀獻的法律，這些法律㈲些是梅瑟制定的，㈲些是後
世增補的。

《戶籍紀》的㆗心思想，是在說明㆝主和選民雙方對盟約所㈲的態度。根據盟約的條款，㆝主常要以
恩寵和德能，照顧㉂己的百姓。的確，㆝主在曠野㆗常發顯了奇跡保護他們，以維持他們的生活。但
同時也使他們遭遇了種種困難，為試探考驗他們，使他們成為㆒個㈲堅固信仰的民族。然而他們卻不
明瞭㉂己所負的使命，所處的㈵殊㆞位，所應盡的義務，所以㆒遇到挫折或困難，便立刻抱怨㆝主，
反抗梅瑟。他們雖因此多次受了懲罰，仍執迷不悟，不知悔改，因此㆝主罰他們在曠野㆗漂泊㆕㈩年
之久，直等那㆒㈹的㆟，除極少數的忠貞㆟士外，都死在曠野為止。但仁慈信實的㆝主，決不完全棄
捨㉂己的選民，因為他必實踐許與聖祖的諾言。為使這些諾言更信而㈲徵，曾打發㆒位外教的先知巴
郎，叫他㆒連㆕次㈷福以色列㆟，㆒再預言他們必將獲得㆝主所許㆘的幸福。

本書所載㆒切㈲關以色列子民的歷史，誠如聖保祿所說，應作我們新約選民的「鑑戒」，勸戒我們這
些應經過今世的曠野，而走向來世永生的信徒，切不可重蹈他們的覆轍，背信忘義，執迷不悟；反要
堅忍㆝主的考驗，善用㆝主在這末世時期所賜與我們的㈵恩異寵（格10:1-11；希3:12-19）。為此每年㆕
旬節期內，聖教會在彌撒㆗的宣讀聖經部分，㆒再將以色列子民40年流浪曠野的史事，向信友宣讀，
使信友撫今追昔，知所警惕，而勉力向善。



1. 書㈴

戶籍紀是梅瑟㈤書第㆕部書㈴，希伯來文原稱「在曠野裡」，取㉂本書原文的第㆕個字，打破了採取首
句首字為書㈴的慣例。大概是要說明本書所記載的史事，都發生「在曠野裡」的原故。所以此㈴可說點
出了本書的主題。㈦㈩賢士譯本稱為「數目」，這大概是因為本書記載的數目連篇累牘的原因。拉㆜通
行本亦稱「數目」，我國教會馬相伯在新史合編直講裡譯為「數目紀」，㊟：「數民也，料民也」。基
督教譯本譯為「民數紀」。我國教會古譯古史參箴和古經史略等書，譯為「戶籍紀」。思高譯本沿用此
㈴，因為本書內數次記載了戶口調查和士兵登記之事（見1-4章; 26章）。近㈹㈻者皆擁護此見。

戶籍紀簡介 陳維統

2. 主題與內容

本書可視為㆝主的許諾和實踐的橋樑，即記述以民獲救出離埃及之後，直達許㆞邊緣的㆒段經過。所以
本書㆖繼出谷紀，敘述選民由西乃山起程，在梅瑟領導之㆘，卅㈧年之久，在曠野裡所經歷的重要大事。
除這些大事外，還記載了㆒些㈲關㉀獻和㈵殊的規定，這些法律和規定多攙雜在㆒些史事㆗，㈲些是梅
瑟制定的，也㈲些因時因㆞制宜，為後世增補修訂的。

本書的記述，表面㆖看來，好似雜亂無章，沒㈲條理。但在佈局㆖卻㈲其時間先後和㆞理㆖的次序。本
書的記述，按其時間與空間的次序，可分為㆔編：

㆖編記述選民在西乃山㆘作起程的準備（1:1-10:10）；（㆖編記述出離埃及後第㆓年㆓㈪㆒㈰㉃廿㈰的事蹟）

㆗編記述選民流落在曠野裡的事蹟（10:11-21:35）；（㆗編記述㆗間卅㈧年的大事）

㆘編記述選民在約但河東的遭遇（22-36）。（㆘編記述最後㈤個㈪的事蹟。）

《聖經雙㈪刊》95.3 (1992), p.11-12



3. 作者

按猶太㆟的傳統和教會的㆒貫主張，皆認為本書的作者是梅瑟。因為由本書的行文看來，㊢本書的㆟是曾
寄居於曠野，甚熟悉埃及的歷史、風俗和典章制度。關於在曠野㆗行營時秩序的細小節目，和發生的各種
事情，述事與立法的混合記載等，都足以證明作者應是身歷其境的證㆟。另外立法的動機和原因，多次是
由於事件的發生，給了立法者制定法律的啟示與時機，這種記事體決不能是事後幾百年所能㊢成的。當然
誰也不能否認本書㈲後㈰增補或修訂的㆞方，但若為了㆒些增補或修訂之處，而否認本書是梅瑟的作品，
就如㈲㆟增補了或更改了荀子，便否認荀子為荀子的作者，犯同樣的錯誤。

4. 主要神㈻思想

本書的㆗心思想，是在說明㆝主和選民雙方盟約所㈲的態度，根據盟約的條款，㆝主常要以恩寵和德能，
照顧㉂己的百姓，的確，㆝主在曠野裡，常發顯了奇跡來保護他們，維持他們的生活；但同時也使他們
遭遇了種種困難，為試探考驗他們，使他們成為㆒個㈲堅固信仰的民族。但他們卻不明白㉂己所負的使
命，所處的㈵殊㆞位，所應盡的任務，㆒遇到挫折或困難，便抱怨㆝主，反抗梅瑟。他們雖然因此多次
受了懲罰，仍執迷不悟，不知悔改，因此㆝主懲罰他們在曠野㆗漂流竟達㆕㈩年之久，直到那㆒㈹㆟，
除極少數忠貞㆟士外，都死在曠野為止。但仁慈忠實的㆝主，決不完全捨棄㉂己的選民，因為他必實踐
許與聖祖的諾言。為使這些諾言更信而㈲徵，曾派遣了㆒位外教的先知巴郎，叫他㆒連㆕次㈷福以色列
子民，㆒再預言他們必將獲得㆝主許㆘的幸福。所以本書是㆒部詠讚㆖主仁慈的書，詠嘆㆖主信實的書，
詠吟㆖主亭毒㆒切的書。

本書所載㆒切㈲關以色列子民的歷史，誠如保祿在格前10:1-11所說，應作我們新約選民的「鑑戒」，勸
戒我們這些應經過今世的曠野，而走向永生的信徒，切不可重蹈他們的覆轍，背信忘義，執迷不悟；反
要堅忍㆝主的考驗，善用㆝主在這末世時期所賜與我們的㈵恩異寵（希3:12-4:13; 9:13,14）。



讀經㆒（我必㈷福皈依我的㆟。）

恭讀戶籍紀 6:22-27

㆖主訓示梅瑟說：
「你告訴亞郎和他的兒子說：
你們應這樣㈷福以色列子民說：

『願㆖主㈷福你，保護你；
願㆖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這樣，他們將以色列子民歸我㈴㆘；
我必㈷福他們。」——㆖主的話。

圖：https://torah.works/2011/06/02/secrets-of-the-priestly-blessing/

《思高辭典：祝福》
按戶6:22-27，祝福卻只是亞郎及他的後代司祭們的專
權。他們每晨舉手向天祈禱，使天主的祝福降臨及停
留於百姓身上（德50:14-21; 戶6:27），後來竟只有一位司祭
據有祝福的權柄（戶6:22-27）。天主的祝福是以覆手禮，
同時念祝福詞傳達於人（創27:28; 戶6:24, 26）；右手的祝福
又大於左手者（創48:13），有時也以祭獻某種禮物而獲
得，是以希伯來文，「祝福」及「禮物」，同為一詞
（撒上25:27）。普通的常人也彼此祝福，但這種祝福只有
請安問好的意思（創47:7, 10; 撒上15:13; 撒下13:25; 詠129:8）。

Aaronic Blessing from the Western Wa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P8nd532j8

https://torah.works/2011/06/02/secrets-of-the-priestly-bless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P8nd532j8


69-70頁

圖：https://www.israel-catalog.com/home-office-decor/charms-wall-hangings/ceramic-and-golden-plaque-priestly-blessing

https://www.israel-catalog.com/home-office-decor/charms-wall-hangings/ceramic-and-golden-plaque-priestly-blessing


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kirion_and_trikirion及 https://orthodoxtao.com/30-the-greeting-and-blessing/ 及 https://www.rbth.com/lifestyle/335130-orthodox-christians-cross-themselves-3-finger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kirion_and_trikirion
https://orthodoxtao.com/30-the-greeting-and-blessing/
https://www.rbth.com/lifestyle/335130-orthodox-christians-cross-themselves-3-fingers


答唱詠 詠67:2-3, 5, 6,8

【答】：願㆝主憐憫我們，並降福我們。（詠67:2）

領：願㆝主憐憫我們、降福我們，
並以他㉂己的慈顏容光照耀我們！
願世㆟認識他的道路，
萬民得知他的救贖。【答】

領：萬民都要踴躍歡欣；
你以正義統治世㆟，且在㆞㆖領導萬民。【答】

領：㆝主，願萬民都稱頌你；
願列邦都讚美你！
願㆝主降福我們；
願萬民都敬畏㆝主！【答】



1 詩歌，交與樂官，和以絃樂。
2 願㆝主憐憫我們，並㈷福我們；以㉂己的慈

愛容光照耀我們！（休止）

3 為使世㆟認識他的道路，萬民得知他的救贖。
4 ㆝主，願萬民都稱頌你，願列邦都讚美你！

人類藉以民得福

5 萬民都要踴躍歡欣，你以正義統治世㆟，且
在㆞㆖領導萬民。（休止）

6 ㆝主，願萬民都稱頌你，願列邦都讚美你！

上主以正義統治萬民

7 大㆞已經為我們生產百果與㈤穀，㆝主，我
們的㆝主給我們賜㆘㈷福。

8 願㆝主給我們㈷福，願萬民都敬畏㆝主！

感謝豐收

詠67(66) 天主之母聖瑪利亞節日答唱詠

學者都認為是以民每年三大節日：逾越節（春天收獲初果）、五旬節（收成）、帳棚節（收割完畢）（出23:14-16）
在聖殿慶祝禮儀中的感恩歌

戶6:22㆖主訓示梅瑟說：
23 「你告訴亞郎和他的兒子說：你們應這樣㈷福以
色列子民說：

24 『願㆖主㈷福你，保護你；
25 願㆖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26 願㆖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27 這樣，他們將以色列子民歸我㈴㆘，我必㈷福他們。」

韓承良，《聖詠釋義》



圖：https://apkpure.com/es/%E4%BF%9D%E7%A5%BF%E8%A1%8C%E8%85%B3/com.Som1999.SomGame12

https://apkpure.com/es/%E4%BF%9D%E7%A5%BF%E8%A1%8C%E8%85%B3/com.Som1999.SomGame12


保祿生平年表
AD 8 掃祿生於塔爾索（宗22:3）

21（13歲） 在耶路撒冷作經師加瑪里耳弟子（宗22:3）
34（26歲） 斯德望殉道（宗7:55 - 8:1）
34（26歲） 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成立基督徒團體（宗11:19）
35（27歲） 在大馬士革路上歸化（宗9:1-18; 22:4-16; 26:9-18; 迦1:12-

17）
35-37（27-29歲） 在阿拉伯（敘利亞境內）（迦1:17）
37-39（29-31歲） 在大馬士革宣講基督（宗9:20; 迦1:17）
39（31歲） 阿勒特王的總督在大馬士革企圖逮捕掃祿，卻被他由城

牆上逃脫（宗9:25; 23:35; 格後11:32）
39（31歲） 到耶路撒冷、回塔爾索（宗9:26-30）（迦1:18-19）
39-44（31-36歲） 在敘利亞及基里基雅傳教（迦1:21）
44（36歲） 巴爾納伯由塔爾索領掃祿到安提約基雅（宗11:25）

資料：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44（36歲） 巴爾納伯和掃祿在安提約基雅傳教，信徒被稱為「基督徒」
（宗11:26）

45（37歲） 保祿及巴爾納伯送捐獻至耶路撒冷（宗11:27-30）

45-48（37-40歲）第一次出外傳教（由安提約基雅出發，往塞浦路斯、丕息狄雅
的安提約基雅、依科尼雍、呂斯特辣、德爾貝、培爾革、阿塔
肋雅、安提約基雅）保祿及巴爾納伯（宗13-14）

49（41歲） 安提約基雅的爭議（宗15:1-3）
49（41歲） 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宗15:4-22）

49-52（41-44歲）第二次出外傳教（由安提約基雅出發，往呂斯特辣、夫黎基雅、
迦拉達、斐理伯、得撒洛尼、雅典、格林多）保祿及息拉（弟
茂德及路加途中加入）、巴爾納伯及若望馬爾谷（宗15:36-
18:22）

50-52（42-44歲）在格林多傳教1年半（宗18:1-11）【得前、後】
52（44歲） 在總督加里雍前被告（宗 18:12-17）（往耕格勒、厄弗所、凱

撒勒雅、耶路撒冷、安提約基雅）（宗18:18-22）
資料：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

*

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53-57（45-49歲） 第三次出外傳教（厄弗所、格林多）保祿、弟茂德、
路加（宗18:23-20:38）

54-56（46-48歲） 在厄弗所兩年零三個月（宗19），其間曾到格林多（？格前
16:5-9）【格前】（思高：56年復活節前在厄弗所寫）

56（48歲） 經馬其頓（宗20:1）【格後】（思高：57年夏）
57（49歲） 回程時在格林多三個月（宗20:2-3）【迦、羅】
57（49歲） 在米肋托會見厄弗所長老（宗20:17-38）

57-59（49-51歲）在耶路撒冷被捕，囚禁在凱撒勒雅（宗21:33; 23:35）
59（51歲） 在總督斐斯托前辯護（宗26:24-32）
59-60（51-52歲）乘船往羅馬（宗27:1-28:16）
60-63（52-55歲）第一次在羅馬下獄（宗28:16-31）【斐、費、哥、弗】
63（55歲） 獲釋後到西班牙傳教（？）【弟前、鐸】
67/68（59/60歲）在尼祿皇執政期間第二次被捕入獄及殉道【弟後】

資料：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

https://biblicalhk.org/biblical/2017/09/26/4840/


Map 23 Paul's First Missionary Journey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9-pauls-journey-to-cyprus-pamphylia-
galatia-/paul-starts-his-1st-missionary-journey/

1. 巴爾納伯和掃祿在安提約基雅Antioch 受聖神
選拔，經祈禱和覆手後，被聖神派遣：下到
色婁基雅Seleucia，乘船往塞浦路斯Cyprus，到
撒拉米Salamis（宗13:1-5）

2. 到帕佛Paphos（宗13:6-12）
3. 到旁非里雅Pamphylia的培爾革Perga（宗13:13）
4. 到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Pisidian Antioch（宗

13:14）；被猶太人拒絕，遂轉向外邦人。
5. 到依科尼雍Iconium（宗14:1）
6. 逃往呂考尼雅Lycaonia的呂斯特辣Lystra（宗14:6）
7. 及德爾貝Derbe（宗14:20）
8. 返培爾革Perga，途經呂斯特辣Lystra、依科尼
雍Iconium、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Pisidian
Antioch，堅固他們的信仰。（宗14:21-23）
他們經丕息狄雅Pisidia及旁非里雅Pamphylia，
在培爾革Perga宣講（宗14:24-25）

9. 由阿塔肋雅Attalia返回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Pisidian Antioch（宗14:26）保祿傳教第一次行程（37-40歲）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9-pauls-journey-to-cyprus-pamphylia-galatia-/paul-starts-his-1st-missionary-journey/


…到了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安息日他們進了會堂坐下…	(參宗13:14)



依科尼雍
位於通往
馬其頓及
希臘的路
線上，故
相信保祿
三次的傳
教旅程，
都曾到訪
此地

現代的依科尼雍



回教蘇非派禮儀舞



依科尼雍是古時小亞細亞的重要商
業城市之一，以紡織及羊毛為主要

產品。



保祿在依科尼雍講道，險遭猶太人的陰
謀，逃往呂斯特辣。



第二天同巴爾納伯起身往德爾貝去。他們
向那城傳揚福音，使許多人成為門徒…

(參宗14:20-21)



Map 24 Paul's Second Missionary Journey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0-pauls-journey-to-phrygia-
macedonia/paul-starts-his-2nd-missionary-journey/

1. 巴爾納伯帶馬爾谷，往塞浦路斯Cyprus
（宗15:39）

2. 保祿和息拉走遍敘利亞Syria和基里基雅
Cilicia（宗15:40-41）

3. 保祿來到了德爾貝Derbe、呂斯特辣 Lystra
〔收弟茂德為徒］、依科尼雍 Iconium（宗
16:1-2）。聖神既阻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
他們就經過夫黎基雅Phrygia和迦拉達
Galatia地區，到了米息雅Mysia附近，想往
彼提尼雅Bithynia去；可是耶穌的神不許
他們去，遂繞過米息雅Mysia，下到了特
洛阿Troas 。（宗16:6-8）［路加加入行程（宗
16:11）］

⋯⋯

保祿傳教第二次行程（41-44歲）（1/2）

耶路撒冷宗徒會議（宗15:4-22）後派返安提約基雅（41歲）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0-pauls-journey-to-phrygia-macedonia/paul-starts-his-2nd-missionary-journey/


Map 24 Paul's Second Missionary Journey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0-pauls-journey-to-phrygia-macedonia/paul-starts-his-2nd-
missionary-journey/

⋯⋯
4. 渡海到撒摩辣刻Samothrace、乃阿頗里

Neapolis、斐理伯Philippi（宗16:11-12）［第一位
歐州人里狄雅領洗（宗16:14-15）；驅魔及下獄
（宗16:16-40）］；經過安非頗里Amphipolis、阿
頗羅尼雅Apollonia，到得撒洛尼Thessalonica
（宗17:1）；夜往貝洛雅Berea（宗17:10）

5. 到雅典Athens（宗17:15），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失敗（宗17:22-34）；
到格林多Corinth住了一年半（宗18:1-11）【得
前、得後】，與普黎史拉和阿桂拉起程返敘
利亞Syria；
保祿在耕格勒Cenchreae剃頭（宗18:18）

6. 到厄弗所Ephesus短暫停留（宗18:19-21）
7. 往凱撒勒雅Caesarea（宗18:22）
8. 到耶路撒冷Jerusalem問候教會（宗18:22）
9. 返回敍利亞的安提約基雅Antioch（宗18:22）

保祿傳教第二次行程（41-44歲）（2/2）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0-pauls-journey-to-phrygia-macedonia/paul-starts-his-2nd-missionary-journey/


Map 25 Paul's Third Missionary Journey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1-pauls-journey-to-
ephesus-philippi-corinth16291/paul-starts-his-3rd-missionary-journey/

1. 由敍利亞的安提約基雅出發，經過迦拉達
Galatia地區和夫黎基雅Phrygia（宗18:23）

2. 到厄弗所Ephesus（宗19:1），傳道2年3個
月（宗19:5,10 ）【格前】；引起暴亂。

3. 出走馬其頓Macedonia （宗20:1）【格後】
4. 由馬其頓Macedonia到阿哈雅Achaia（希臘）
（宗20:2）住在格林多Corinth3個月（宗20:3）
【迦、羅】

5. 逃往馬其頓Macedonia（宗20:3），抵達斐
理伯Philippi（宗20:6）

6. 抵達特洛阿Troas ，住了7天；一周第一天
保祿講道稍長，令青年厄烏提曷沉睡跌死；
保祿復活了他。（宗20:6-12）

7. 經阿索Assos、米提肋乃Mitylene（宗20:13-
14）、希約Chios、撒摩Samos（宗20:15）

⋯⋯

保祿傳教第三次行程（45-49歲）（1/2）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1-pauls-journey-to-ephesus-philippi-corinth16291/paul-starts-his-3rd-missionary-journey/


Map 25 Paul's Third Missionary Journey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1-pauls-journey-to-
ephesus-philippi-corinth16291/paul-starts-his-3rd-missionary-journey/

⋯⋯
8. 到米肋托Miletus。（宗20:15），請厄弗
所長老前來會面並告別，提及曾在厄弗
所三年之久（宗20:17-38），乘船經科斯
Cos、洛多 Rhodes 、帕塔辣Patara。
（宗21:1-3）

9. 經提洛Tyre到仆托肋買Ptolemais （宗21:7）

10.到達凱撒勒雅Caesarea （宗21:8）

11.抵達耶路撒冷Jerusalem（宗21:17）

保祿傳教第三次行程（45-49歲）（ 2/2）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1-pauls-journey-to-ephesus-philippi-corinth16291/paul-starts-his-3rd-missionary-journey/


思高聖經：《迦拉達書》引言

迦拉達㆟原是古㈹法國南部高盧㆟的㆒支，公元前㆔世紀先遷徙㉃小亞細亞㆗部，以後逐漸擴展㉃小亞
細亞南部。公元前25年，奧古斯都將他們的㆞域通劃為迦拉達皇帝省。保祿在第㆒次傳教行程㆗，同巴
爾納伯已在迦拉達南部創立了不少教會（㊪13:14; 14:24），在第㆓次傳教時又到此處巡視（㊪16:1-5）；
為此，我們認為本書即是㊢給此處的各教會：即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依科尼雍、呂斯㈵辣和德爾貝
等㆞的教會。

保祿㊢這本書的動機，是因為他聽說在迦拉達各教會內，㈲些猶太主義保守派㆟，到處散布邪說，攻擊
保祿，揚言保祿既不屬「㈩㆓㊪徒集團」，當然不是真㊪徒，因而他所傳的福音，也不是基督的真福音；
並且聲言：㆟為得救，必須遵守梅瑟法律，並行割損禮。保祿見教會處於這種重大的危機㆗，便㊢了這
封書信，以駁斥這些邪說。

本書㊢作的動機既如㆖述，保祿在口授這封信時，心情㉂然不免激昂憤慨，措辭不免㈲些鋒利；但這不
但不消減他對信友的慈愛，反而更彰顯出他對信友的關懷，以及對基督的滿腔熱愛。

㉃於本書㊢於何時何㆞的問題，雖沒㈲決定性的答案，但從本書的內容與保祿其他的書信比較來看，當
在《格林多後書》之後及《羅馬書》之前，即大約㊢於公元57年年底，㆞點當在格林多或馬其頓。

本書除序言（1:1-5）和結論（6:11-18）外，可分為㆔段：
第㆒段、保祿極力證明㉂己的㊪徒職權（1:6-2:21）；
第㆓段、力陳舊約法律為成義毫無作用，㆟為成義必須㈲賴對基督的信德（3-4章）；
第㆔段、略論㆟成義後所獲得的㆞位，和幾㊠針對信友實際生活的勸言（5:1-6:10）。



1:1-5 序言 1:1-2, 6-
10 

常年期第九主日丙年讀經二 如果我求㆟的歡心，我就不是基
督的僕役。1:6—2:21

敍述：宗
徒職權

1:6-10 慣常感謝,，指責迦拉達人企圖改變
基督的福音

1:11-24福音和使命是來自基督 1:11-19 常年期第十主日丙年讀經二 ㆝主將他的聖子啟示給我，叫我
在外邦㆟㆗傳揚他。

1:11-20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守夜
彌撒讀經二

從母胎㆗，㆝主已選拔我。

2:1-10 傳福音的路向和對象都經宗徒贊同
2:11-14 福音能經考驗，刻法也當奉為準則
2:16人成義不是由於遵行法律，而只是因
着對耶穌基督的信仰

2:16,19-
21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丙年讀經二 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
在我內生活。

3-4章
理論

3:1-14 聖神前後呼應：亞巴郎因信成義
3:14—4:7法律是啟蒙導師，基督使救恩惠

及萬民
3:26-29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丙年讀經二 凡受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了

基督。
4:4-7 天主之母聖瑪利亞節讀經二 ㆝主派遣他的兒子來，生於㊛㆟。

4:21-31
5:1—6:10
勸諭

活出天主子女的自由是基督徒生活的準
則，自由表達於愛：聖神

5:1,13-
18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丙年讀經二 你們蒙召選，是為得到㉂由。

5:16-25 五旬節主日當日彌撒乙年讀經
二

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

6:11-18
親筆結論

6:14-18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丙年讀經二 在我身㆖，帶㈲耶穌的烙㊞。

迦拉達書



你們看，我親手給你們㊢的是多麼大的字！

那些逼迫你們受割損的㆟，是想以外表的禮節來圖㆟稱讚，
免得因基督的㈩字架遭受迫害；

其實，他們雖然受了割損，卻也不遵守法律；他們祇是願意
你們受割損，為能因在你們的肉身㆖所行的禮儀而誇耀。（迦
6:11-13）

在基督耶穌內，割損或不割損都算不得甚麼，惟㈲以愛德行
事的信德，纔算甚麼。（迦5:6）

AD 49（41歲）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宗15:4-22）
AD 57（49歲）回程時在格林多三個月（宗20:2-3）【迦、羅】

我告訴你們：你們若隨聖神的引導行事，就決不會去滿足本
性的私慾，因為本性的私慾相反聖神的引導，聖神的引導相
反本性的私慾：㆓者互相敵對，致使你們不能行你們所願意
的事。（迦5:16-17）



讀經㆓（㆝主派遣他的兒子來，生於㊛㆟。）

恭讀聖保祿㊪徒致迦拉達㆟書 4:4-7

弟兄姊妹們：

時期㆒滿，㆝主就派遣了㉂己的兒子來，
生於㊛㆟，生於法律之㆘，
為把在法律之㆘的㆟救贖出來，
使我們獲得義子的㆞位。

為證實你們確實是㆝主的子㊛，
㆝主派遣了㉂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裡，
喊說：「阿爸，父啊！」
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了；
如果是兒子，賴㆝主的恩寵，也成了承繼㆟。
——㆖主的話。

對猶太㆟，我就成為猶太㆟，為贏得猶太㆟；對於
在法律㆘的㆟，我雖不在法律㆘，仍成為在法律㆘
的㆟，為贏得那在法律㆘的㆟；對那些法律以外的
㆟，我就成為法律以外的㆟，為贏得那些法律以外
的㆟；其實，我並不在㆝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
督的法律之㆘。對軟弱的㆟，我就成為軟弱的，為
贏得那軟弱的㆟；對㆒切㆟，我就成為㆒切，為的
是總要救些㆟。我所行的㆒切，都是為了福音，為
能與㆟共沾福音的恩許。（格前9:20-23）

羅1:3

羅3:24

羅8: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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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
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
說過話。
但在這末期，他藉著㉂己的兒子，
對我們說了話。
㆝主立了他為萬㈲的承繼者，並
藉著他，造成了宇宙。（希1:1-2）

眾：亞肋路亞。

㆝主之母聖瑪利亞（節㈰）
一月一日（聖誕慶期第八日）

圖：https://www.aciafrica.org/news/4912/christmas-at-the-vatican-here-are-the-liturgies-pope-francis-will-celebrate-this-year

https://www.aciafrica.org/news/4912/christmas-at-the-vatican-here-are-the-liturgies-pope-francis-will-celebrate-this-year


思高聖經：《路加福音》引言

教會歷㈹相傳：第㆔部《福音》和《㊪徒大事錄》的作者是路加。路加是希臘㆟（哥4:10-14），大概
生於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受過高深教育，也曾作過㊩生（哥4:14），可能是因保祿的講勸而信奉了
基督。公元50年，他陪同保祿由㈵洛阿前往斐理伯，58年又從斐理伯返回了耶京（㊪16:10-17; 20:5-21:18）。
保祿在巴力斯坦的凱撒勒雅被囚時，他可能侍奉在㊧㊨（㊪24:23）；後又伴隨被囚的保祿前往羅馬
（㊪27,28章）。保祿兩次在羅馬坐㈼時，他都隨侍在側（哥4:14；費24；弟後4:11）；最後，保祿殉道時，
可能他也親臨了刑場。據傳說：他也是為主殉道而死的，聖教會每年在10㈪18㈰慶㈷他的瞻禮。

聖教會㆒致公認：路加是依據保祿的宣講編㊢了《路加福音》，這也可由本書的內容證明，因他的
基本思想和道理，與保祿㆒生所講的極相吻合。

這部《福音》雖然題㈴是獻給㆒位頗㈲㈴望的希臘㆟德敖斐羅的（1:3；㊪1:1），但作者真正的目的和
對象，是㊢給已歸化或未歸化的外邦㆟的，使他們對於基督的福音，獲得㆒個正確的認識（1:4）。
為此，他在本書內力證㆝主子耶穌基督是全㆟類的救主。

本書的㊢作時間，應在《馬爾谷福音》之後，因為本書㈲不少參考《馬爾谷福音》之處；又應㊢於
《㊪徒大事錄》之前（見㊪1:1）；所以，本書大約是㊢於公元61或62年。著作的㆞點大概是羅馬。

…… ㆕部福音大概成書年份：
《馬爾谷福音》AD 70年前後（AD 70）
《路加福音》AD 70-90年之間（AD 80）
《瑪竇福音》AD 70-100年之間（AD 80）
《若望福音》AD 100年前後（AD 100）
《新約導論》黃鳳儀著；《新約聖經入門》高夏芳著



……

本書的文筆頗為典雅，堪稱㆒部文㈻作品，同時也是㆒部㊝等的史書，因為作者先仔細訪查了㆒
切（1:1-4），然後纔盡可能按照史書的體例，編排耶穌的生平事跡，同時亦未忽略當時猶太民族和
羅馬帝國的歷史背景（1:5,26; 2:1-2; 3:1-2）。在他所訪問過的證㆟㆗，定然㈲聖母瑪利亞，因為㈲
關耶穌的孩提和童年史，應該是直接或間接出㉂聖母的口授（2:19,51）。

在路加所搜集的㈾料㆗，㈲許多是前㆓《福音》所未記載過的，路加對這些言行（9:51-19:28），
因不知確實發生於何時，遂審慎㆞將這㆒切，置於耶穌在加里肋亞和耶京公開傳教兩時期之間。

關於其他事跡，大都是依照㊪徒教理講授的次序編排的：
耶穌童年史（1,2章），
［若翰宣講、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及基督的族譜（3章）］
加里肋亞傳教生活（4:14-9:50），
赴耶京途㆗傳教（9:51-19:28），
耶京的傳教生活（19:29-21:38），
苦難聖死與復活（22-24章）。

本《福音》㈵別着重於救贖的普遍性和基督對罪㆟的慈愛：這兩端道理也正是保祿的宣講要點；
因此，本《福音》亦可稱為《保祿福音》。



恭讀聖路加福音 2:16-21

那時候，牧羊㆟急忙去了，找到了瑪利亞和若
瑟，及那躺在馬槽㆗的嬰兒。
他們看見以後，就把㆝使對他們所說㈲關這小
孩的事，傳揚開了；凡聽見的㆟，都驚訝牧羊
㆟向他們所說的事。

瑪利亞卻把這㆒切事，默存在㉂己心㆗，反覆
思想。

牧羊㆟回去；為了他們所聽見和看見的㆒切，
正如㆝使向他們所說的㆒樣，就光榮讚美㆝主。

滿了㈧㆝，孩子應受割損，
於是給他起㈴叫耶穌；
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使所起的。
——㆖主的話。

福音（牧羊㆟找到了瑪利亞、若瑟，和那躺在馬槽㆗的嬰兒。滿了㈧㆝，於是給他起㈴叫耶穌。）

她要生㆒個兒子，你要給
他起㈴叫耶穌，因為他要
把㉂己的民族，由他們的
罪惡㆗拯救出來。（瑪1:21）

看，你將懷孕生子，並要
給他起㈴叫耶穌。（路1:31）

圖：https://dannythedigger.com/shepherds-fields/及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criminal-charges-filed-
against-german-rabbi-for-performing-circumcisions/

https://dannythedigger.com/shepherds-fields/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criminal-charges-filed-against-german-rabbi-for-performing-circum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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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經

仁慈的㆝主，
㆒切美好的事物都由你開始，也由
你完成。

我們在㆝主之母的慶節，
求你給我們沛降恩寵，使由你開展
的救恩，也賴你而完成。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
的祈禱。亞孟。

良一世禮書（5-6世紀）

㆝主之母聖瑪利亞（節㈰）
一月一日（聖誕慶期第八日）

2022年12月修訂中譯
圖：https://publicorthodoxy.org/2020/08/14/admiring-the-theotokos/及 https://www.dreamstime.com/stock-
photo-chora-church-mosaic-virgin-mary-baby-jesus-roof-istanbul-turkey-image43208331

https://publicorthodoxy.org/2020/08/14/admiring-the-theotokos/
https://www.dreamstime.com/stock-photo-chora-church-mosaic-virgin-mary-baby-jesus-roof-istanbul-turkey-image43208331


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童貞榮福瑪利亞的母親身分）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時時處處
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助我們獲
得救恩。

在這卒世童貞榮福瑪利亞㆝主之母的節㈰，
我們讚美你、稱頌你、顯揚你。

榮福瑪利亞藉聖神的庇蔭，孕育了你的獨生
子，保持著童貞的榮耀，給世界帶來永久的
光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為此，藉著基督，你的㆝使讚美你；㆝㆖的宰
制者、掌權者、異能者和色辣芬㆝使，也欽崇
你、敬畏你、歡躍慶賀你。求你恩准我們隨同
他們，謙恭㆞同聲讚頌：

㆝主之母聖瑪利亞（節㈰）
一月一日（聖誕慶期第八日）

圖：https://www.dreamstime.com/stock-photo-chora-church-mosaic-virgin-
mary-baby-jesus-roof-istanbul-turkey-image43208331

https://www.dreamstime.com/stock-photo-chora-church-mosaic-virgin-mary-baby-jesus-roof-istanbul-turkey-image43208331


領主詠

耶穌基督昨㆝、今㆝、直到永遠，常是㆒樣。
（希13:8）

㆝主之母聖瑪利亞（節㈰）
一月一日（聖誕慶期第八日）



領主後經

㆖主，

我們歡欣宣認卒世童貞榮福瑪利亞是你聖
子的母親，也是教會之母。

求你藉我們所領受的㆝㆖食糧，幫助我們
邁向永生。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參750年羅馬禮書1262

㆝主之母聖瑪利亞（節㈰）
一月一日（聖誕慶期第八日）

2022年12月修訂中譯

圖：https://www.spottinghistory.com/view/7219/torcello-cathedral/

https://www.spottinghistory.com/view/7219/torcello-cathedral/


新年隆重㈷福

主㉀：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主㉀：請大家俯首接受㆝主的降福。
（主祭向會眾伸手）

主㉀：㆝主是㆒切美善的泉源。願他在新的㆒年，恩賜你們幸福滿盈，保
護你們平安順遂。

會眾：亞孟。

主㉀：願㆝主賜你們完備的信德、持久不渝的望德、以及任㈸任怨的愛德。
會眾：亞孟。

主㉀：願㆝主賜你們歲歲平安；時時處處俯聽你們的祈禱，並引領你們喜
樂㆞走永生的道路。

會眾：亞孟。

主㉀：願全能的㆝主，聖父、聖子X、聖神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
你們當㆗。

會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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