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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堂詠

㆖主，我們的㆝主，求你拯救我們，
由異民㆗召集我們，為讚美你的聖㈴，
並以讚美你為光榮。（詠1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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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禱經

㆖主、我們的㆝主，

求你幫助我們全心全意朝拜你，
並以合理的愛，愛所㈲的㆟。

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
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王。亞孟。

良一世禮典（5-6世紀）432

常年期第㆕主㈰

Rationábili
所以弟兄們！我以㆝主的
仁慈請求你們，獻㆖你們
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
悅樂㆝主的㉀品：這纔是
你們合理的敬禮。你們不
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
更新的心思變化㉂己，為
使你們能辨別甚麼是㆝主
的旨意，甚麼是善事，甚
麼是悅樂㆝主的事，甚麼
是成全的事。（羅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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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聖經：《索福尼亞》引言

索福尼亞出身貴族，是猶大熱心的國王希則克雅的後裔（1:1）。他在約史雅王（公元前638-608
年）還未實行㊪教改革之前，執行了先知的任務。當時默納舍及其子阿孟所㈲傷風敗俗的遺毒，
還未消除（列㆘21章），耶路撒冷還在繼續崇拜各種偶像，㊪教及政治的領袖仍不顧㆝主，不
關心正義道德，驕奢淫佚，盡情享樂。

先知就是向這些養尊處㊝的㆟民，宣布「㆖主偉大的㈰子」，「忿怒的㆒㆝」，已迫近目前。
如果異民要受懲罰，選民，尤其耶路撒冷的居民，更要首當其衝，受㆝主嚴厲的懲罰。㆝主的
正義不會寬恕這叛逆不忠的百姓，在審判的時候，選民㆗祇㈲那些「尋求公義」，「尋求謙和」
的㆟，即那些「貧苦的百姓」，得以保全，當作「以色列的遺民」。

經過革新淨化而成為聖潔的遺民，在㆝主前要獲得寵幸，享受㆝主的恩愛。先知想到幸福的將
來，心內樂不可支，遂以㆒篇快樂的歌詞，恭㈷重新成為㆝主聖城的耶路撒冷。

本書可分為㆔編：
先知在第㆒編內，宣布及描述㆖主㈰子的來臨（1:1-18），苦勸百姓悔改，以免㆖主義怒的懲罰
（2:1-3）。
第㆓編是㈲關㆕周異民的預言（2:4-15）及對耶路撒冷的譴責（3:1-8）。
最後㆒編，先知預許以色列遺民必得救援（3:9-20）。

《索福尼亞》的㆗心思想，是要求㆟內心的革新，叫㆟以良善謙遜的心，依賴㆖主（3:12）。
這恰好是《新約》「真福㈧端」的㆒個預告（瑪5:2-10）。



聖經辭典：索福尼亞書 （Book of Zephaniah, Liber Sophoniae）

列於舊約㈩㆓小先知書㆗的第㈨位先知，其㈴字按照希臘及拉㆜聖經譯音作「索福尼亞」，按
照希伯來文則應作「責法尼雅」；思高譯本依馬相伯先生原已擬定的聖經書㈴，將這第㈨位小
先知的㈴字，仍舊譯作「索福尼亞」。

索福尼亞的宣言要點是：「㆖主的㈰子」或「㆖主偉大的㈰子」，「忿怒的㆒㆝」。他說這
「忿怒之㈰」已經迫近眼前。在這可怕的㈰子裡，非但異民，如培肋舍㈵㆟、摩阿布㆟、阿孟
子民、雇士㆟、亞述帝國等要受懲罰，就是選民，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也要受懲罰。在這
「審判㈰子」裡獲得存活的，只㈲那些「尋求公義」、「尋求謙和」的㆟，及那些「貧苦的百
姓」；所謂存活，是謂他們將經過革新淨化，而成為「以色列的聖潔遺民」，在㆝主前要獲得
寵幸，享受㆝主的恩愛。先知想到幸福的將來，心內樂不可支，遂以㆒篇快樂的歌詞，恭㈷重
新成為㆝主聖城的耶路撒冷。

索書的分析，頗不㆒致，最合㊜的分法，還是按其內容分為㆔段：

（㆒）1:2-18; （㆓）2:1-3:8; （㆔）3:9-20。

㆗心思想是要求㆟內心革新，以良善謙遜的心依賴㆝主。在這思想㆖，索福尼亞是受了依撒意
亞的影響，又與許多耶肋米亞的教訓極其相似，且是吾主所講「真福㈧端」（瑪5:1-10）的前奏。



聖經辭典：索福尼亞（Zephaniah, Sophonias）

關於索福尼亞先知，除了在他的著作㆗所說的以外，其他的事，我
們㆒概不知。

按索1:1知道，他出身貴族，很可能是猶大熱心國王希則克雅的後
裔。他盡先知職於約史雅（638〜608）㊪教改革（622）以前，且也持
續到改革之後。他與耶肋米亞（生於㈦世紀末）㉃少㈲㆒段時期同時
擔任先知任務。

㈲些㈻者，如彼客（Bic）等，把約史雅㊪教改革歸功於索福尼亞，
這事是很可能的。



南國猶大（及本雅明） 北國以色列（十支派）
君王 在位 同期先知 君王 在位 同期先知

1. 勒哈貝罕 931-913 17 年 Shemaiah 1. 雅洛貝罕一 931-910 22 年 Abijah

2. 阿彼雅 913-911 3 年 2. 納達布 910-909 2 年

3. 阿撒 911-870 41 年

3. 巴厄沙 909-886 24 年
4. 厄拉 886-885 2 年
5. 齊默黎 885 7日
6.敖默黎 885-874* 12 年

厄里亞4. 約沙法特 870-848* 25 年 7. 阿哈布 874-853 22 年
5. 約蘭 848-841* 8 年 8. 阿哈齊雅 853-852 2 年 厄里叟

(歷＃7-12共
6代以色列王朝)

6. 阿哈齊雅 841 1 年 9. 耶曷蘭 852-841 12 年

7. 阿哈里雅 841-835 6 年 10. 耶胡 841-814 28 年

8. 約阿士 835-796 40 年 岳厄爾 11. 約阿哈次 814-798 17年 約納、
亞毛斯、
歐瑟亞

9. 阿瑪責雅 796-767 29 年 12. 耶曷阿士 798-782 16 年

10. 烏齊雅 （阿匝黎雅） 767-740* 52 年

依撒意亞
米該亞

13. 雅洛貝罕二 782-753* 41 年
14. 則加黎雅 753-752 6 月
15. 沙隆 752 1 月
16. 默納恆 752-742 10 年

17. 培卡希雅 742-740 2 年

11. 約堂 740-732* 16 年 18. 培卡黑 740-732* 20 年

12. 阿哈次 732-716 16 年 19. 曷舍亞 732-712 9 年

13. 希則克雅 716-687 29 年
主前722年亞述王沙耳瑪乃色圍攻
撒瑪黎雅三年，城陷；以色列充軍亞述

http://www.ldol
phin.org/king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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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 （及本雅明） 以色列（十支派）
君王 在位 同期先知

14. 默納舍 687-642* 55 年
納鴻

哈巴谷 
索福尼亞

主前722年亞述王沙耳瑪乃色圍攻撒瑪黎雅三年，
城陷；以色列充軍亞述

15. 阿孟 642-640 2年

16. 約史雅 640-608 31 年

17. 約阿哈次 608 3 月
18. 約雅金 608-597 11 月 達尼爾

厄則克耳
耶肋米亞

19. 耶苛尼雅 597 3 月
20. 漆德克雅 597-586 11 年
主前587年巴比倫王拿步高攻陷耶路撒冷，猶大充軍巴比倫

 主前538年波斯王居魯士諭令釋放以色列人民回歸故里

http://www.ldolphin.org/kings.htm
l



默納舍登極時纔㈩㆓歲，在耶路撒冷作王㈤㈩㈤年，他的母親㈴叫赫斐
漆巴。他行了㆖主視為惡的事，仿效㆖主從以色列子民前所驅逐的異民
所行的可恥之事，重建了他父親希則克雅所拆毀的高丘，為巴耳建立了
㉀壇，製造了㈭偶，像以色列王阿哈布所作的㆒樣，且崇拜敬奉㆝㆖的
萬象，雖然㆖主曾指着聖殿說過：「我要將我的㈴立在耶路撒冷。」但
他仍在㆖主的殿內建立了㆒些㉀壇，又在㆖主殿宇的兩庭院內，為㆝㆖
萬象建立了㉀壇；使㉂己的兒子經㈫獻神，行占卜邪術，立招魂師和術
士，不斷行㆖主視為惡的事，惹㆖主發怒。⋯⋯默納舍除了使猶大陷於
罪惡，行了㆖主視為惡的事以外，還流了許多無辜者的血，使耶路撒冷
血流成河，從這邊流到那邊。（列㆘21:1-6, 16）

為此，㆖主曾警告默納舍和他的百姓，但是他們不肯聽從。因此，㆖主
使亞述王的將官前來攻打他們，用鉤子鉤住默納舍，用鎖鏈鎖住，解送
到巴比倫。（編㆘33:10-11）

以民犯罪 —— 天主懲戒 —— 以民悔改 —— 天主解救



阿孟登極時，年㆓㈩㆓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兩年；他的母親㈴叫默叔肋
默㈵，是約㈵巴㆟哈魯茲的㊛兒。他行了㆖主視為惡的事。全像他父親
默納舍所行的㆒樣；走了他父親所走的路，事奉敬拜了他父親所事奉的
偶像，離棄了㆖主他祖先的㆝主，未隨㆖主的道路。（列㆘21:19-22）



編下36:1當地的人民立了約史雅的兒子約阿哈次在耶路撒冷繼
父位為王。

2約阿哈次登極時二十三歲，在耶路撒冷為王三個月，
3因為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廢了他，且要那地方納一百「塔冷通」
銀子，一「塔冷通」金子的罰款。

4以後，埃及王立了他的兄弟厄里雅金為猶大和耶路撒冷王，
給他改名叫約雅金；乃苛將他的兄弟約阿哈次帶到埃及去了。

5約雅金登極時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為王凡十一年。他行
了上主，他的天主視為惡的事。

6巴比倫王拿步高前來攻擊他，用銅鏈將他綑住，帶往巴比倫。
7拿步高也將上主殿內一部份器皿帶到巴比倫，安置在巴比倫
他的神廟裏。

8約雅金其餘的事蹟，以及他所行的醜惡，和他遭遇的一切，
都記載在《以色列和猶大列王實錄》上。

他的兒子耶苛尼雅繼位為王。
9耶苛尼雅即位時年十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個月又十天。
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

10次年歲首，拿步高派人來，將耶苛尼雅和上主殿內的珍器，
帶往巴比倫，



編下36:8……立了他的叔父漆德克雅為王，管理猶大和耶路撒冷。
11漆德克雅登極時年二十一歲，在耶路撒冷為王凡十一年。
12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雖然先知耶肋米亞奉上主的命來勸勉
他，他仍不在耶肋米亞面前自謙自卑。

13拿步高王雖曾叫他指着天主起誓，他仍背叛了拿步高；更加執
拗頑固，總不肯歸依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14此外，所有的司祭首長和百姓罪上加罪，仿效了異族所行的一
切醜惡之事，污辱了上主在耶路撒冷祝聖的殿宇。

15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由於愛惜自己的百姓和自己的居所，時
常不斷派遣使者警戒他們；

16無奈他們都嘲笑了天主的使者，輕視了他的勸言，譏笑了他的
先知，致使上主的怒火發洩在他的百姓身上，直到無法救治。

17因此，上主使加色丁人的君王前來攻打他們，用刀將他們的壯
丁在聖殿裏殺死，沒有憐恤他們的幼男少女，以及白髮耆老；
上主將所有的人都交在敵人手中。

18加色丁人王又將天主殿內所有的大小器皿，上主殿內的寶物，
君王和朝臣的寶物，都帶往巴比倫，

19焚毀了上主的殿宇，拆壞了耶路撒冷的城墻，燒了城中所有的
宮殿，毀壞了城內一切珍貴的器皿；

20凡免於刀下的人，都被擄到巴比倫去，作他及他子孫的奴僕，
直到波斯帝國興起。

21這樣，就應驗了上主藉耶肋米亞的口所說的話：「直到這地域
補享了它的安息年，應該在荒蕪期中獲享安息，直到七十年。」



This relief provides a realistic depiction of the conquest of Lachish in 701 BCE. It graced the walls of an entire hall in the 
palace of King Sennacherib at Nineveh, undersc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victory from the Assyrian perspective.
On the left, the Assyrian soldiers, armed from head to toe, attack the city, aided by a siege ramp and battering ram. 
Opposite them, the Judahite defenders stand atop the walls, raining arrows, torches, and sling stones down on their 
attackers. In the center, the Assyrian soldiers impale captives on poles and carry off spoils, while families of Judahite 
refugees head into exile, their possessions laden on carts. The right side of the relief depicts Sennacherib reviewing the 
procession of captives and booty. The legend reads: “Sennacherib, King of the World, King of Assyria, sat upon a nemedu-
throne and the spoil from Lachish passed in review before him.”
Original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Photo © The Israel Museum, Jerusalem, by Amalyah Oren

圖和資料：https://www.imj.org.il/en/collections/376868-0 

https://www.imj.org.il/en/collections/376868-0


British Museum 
Assyrian headhunters gather their trophies. 
In a relief from Sennacherib’s palace at 
Nineveh, two scribes, standing side by side 
at right, record the number of the enemy 
slain in a campaign in southern 
Mesopotamia. Heads lie in a heap at their 
feet. The foreground scribe uses pen and 
ink on a leather scroll; the other scribe 
writes with a stylus on a hinged writing-
board coated with wax.

圖及資料：https://faculty.uml.edu/ethan_spanier/Teaching/documents/CP6.0AssyrianTorture.pdf 

圖：https://www.pinterest.com/pin/AS9PF5ikx-cWweLW9Au-
7t2sIngFLq9ozzvD6b5BdmyDo4HHf3Tdk6Y/ 及 https://www.quora.com/Were-the-ancient-
Assyrians-as-cruel-as-contemporary-sources-made-them-out-to-be 

Impaled on stakes. Two Assyrian soldiers 
erect a stake with an impaled, naked man 
beside two others. The heads of these 
captured men of Lachish sag forward,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already dead. 
This detail comes from a series of reliefs, 
found at Nineveh, in which Sennacherib 
(704–681 B.C.) recorded the exploits of his 
invasion of Judah in 701 B.C. Lachish 
was among the 46 cities he conquered. 

資料：https://www.windowintothebible.com/the-siege-of-lachish 

https://faculty.uml.edu/ethan_spanier/Teaching/documents/CP6.0AssyrianTorture.pdf
https://www.pinterest.com/pin/AS9PF5ikx-cWweLW9Au-7t2sIngFLq9ozzvD6b5BdmyDo4HHf3Tdk6Y/
https://www.pinterest.com/pin/AS9PF5ikx-cWweLW9Au-7t2sIngFLq9ozzvD6b5BdmyDo4HHf3Tdk6Y/
https://www.quora.com/Were-the-ancient-Assyrians-as-cruel-as-contemporary-sources-made-them-out-to-be
https://www.quora.com/Were-the-ancient-Assyrians-as-cruel-as-contemporary-sources-made-them-out-to-be
https://www.windowintothebible.com/the-siege-of-lach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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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lief represents part of a scene from a marble slab discovered at 
Khorsabad. The Assyrian king is using a spear to blind one of his many 
prisoners. In his left hand he holds a cord with a hook attached at the 
opposite end which are inserted into the prisoners lips. The Assyrians 
would thrust the point of a dagger or spear into the eye. Their are many 
representatio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revealing that the 
Babylonians, Assyrians and Persians made use of the same cruel 
punishment.
Blinding a prisoner has always been a common form of punishment in 
the orient. In the days of Cyrus the younger of Persia, blinded criminals 
became spectacles along the highway. When a Persian was soon to 
become a ruler he would be blinded if he forfeited his right to the throne.
"But the army of the Chaldeans pursued the king of Judah, and they 
overtook him in the plains of Jericho. All his army was scattered from him. 
So they took the king and brought him up to the king of Babylon at 
Riblah, and they pronounced judgment on him. Then they killed the sons 
of Zedekiah before his eyes, put out the eyes of Zedekiah, bound him 
with bronze fetters, and took him to Babylon."

- 2 Kings 25:5-7
" Because thy rage against me and thy tumult is come up into mine ears, 
therefore I will put my hook in thy nose, and my bridle in thy lips, and I 
will turn thee back by the way by which thou camest." - 2 Kings 19:28; 
Isaiah 37:29

圖和資料：https://www.ancientreplicas.com/assyrian-blinding.html 

加色㆜軍隊便追趕君王，在耶里哥曠野追㆖
了；此時他的軍隊都已離開他逃散了。加色
㆜軍隊擒獲了君王，帶他到黎貝拉去見巴比
倫王。巴比倫王就宣判他的罪案，且在漆德
克雅眼前殺了他的兒子，也剜了他的眼，給
他帶㆖鎖鏈，送往巴比倫去。（列㆘25:5-7）

因為你對我的暴怒，和你的狂囂已達到我
的耳鼓，所以我要把環子穿在你的鼻子㆖，
把轡頭套在你的嘴㆖，從你來的路㆖將你
牽回去。（列㆘19:28；依37:29）

https://www.ancientreplicas.com/assyrian-blinding.html


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SMAFwP3pQ&list=PLf7Dzn7kHAxWPyOzcvJiIEY5NIxpo2gs-&index=2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SMAFwP3pQ&list=PLf7Dzn7kHAxWPyOzcvJiIEY5NIxpo2gs-&index=26


索2:3
㆞㆖所㈲遵守㆖主法律的卑微㆟！

你們應尋求㆖主，你們要追求公義，要務求謙

和，也許你們在㆖主憤怒的㈰子，能藏身免禍。

常年期第四主日甲年



索3:12-13
但我必在你㆗間，留㆘
謙遜和貧苦的百姓；
他們必依賴㆖主的㈴號。
以色列的遺民不再作惡，
也不再說謊；在他們的
口裡，也再找不到欺詐
的舌頭。

的確，他們或是牧放，
或是㉁息，再沒㈲㆟來
恐嚇他們。

常年期第四主日甲年



讀經㆒（我必在你㆗間，留㆘謙遜和貧苦的百姓。）

恭讀索福尼亞先知書 2:3; 3:12-13

㆞㆖所㈲遵守㆖主法律的卑微㆟！
你們應尋求㆖主，你們要追求公義，要務
求謙和，也許你們在㆖主憤怒的㈰子，能
藏身免禍。

但我必在你㆗間，留㆘謙遜和貧苦的百姓；
他們必依賴㆖主的㈴號。
以色列的遺民不再作惡，也不再說謊；
在他們的口裡，也再找不到欺詐的舌頭。

的確，他們或是牧放，或是㉁息，再沒㈲
㆟來恐嚇他們。——㆖主的話。

2023年1月修訂



讀經㆒（㆖主要因你而歡躍喜樂。）

恭讀索福尼亞先知書 3:14-18
熙雍㊛子，你應歡樂！以色列，你應歡㈺！
耶路撒冷㊛子，你應滿心高興喜樂！

㆖主已撤銷了對你的定案，掃除了你的仇敵。
以色列的君王——㆖主，在你㆗間，你再不會遇見災禍！

在那㆒㆝，㆟必對耶路撒冷說：
「熙雍，你不用害怕，不要雙手低垂！㆖主你的㆝主，在
你㆗間；他是㆒位施救的勇士。他必為你喜不㉂勝；對你
重溫他的愛情；且因你而歡躍喜樂，㈲如在慶節之㈰。」

我（㆝主）必消滅打擊你的㆟，使你不再受羞辱。

熙雍（Zion, Sion）
㆞㈴及山㈴，其原意不甚明瞭，可能㈲「乾㆞」或「堡壘」
的意思。但是它在以民的㆞理、政治、㊪教及詩歌㆖，卻
在指示著不同的㆟、㆞、事物。見於聖經㆖的意義，㈲㆘
列諸點：
1. 是耶京東南的㆒個山崗，位於提洛培雍及克德隆谷之間，
達味時㈹耶步斯㆟的城市，就是建築在這座山崗㆖，後
來亦成為此處居民的㈴稱（撒㆘5:7; 編㆖11:6）。

2. 概括㆞指全耶路撒冷城（列㆘19:21; 詠48:12; 69:36; 113:3; 依1:8; 
3:16; 4:3; 10:24; 52:1; 60:14）。

3. 撒羅滿建築聖殿於摩黎雅山㆖，但將約櫃迎入聖殿後，
熙雍又成了聖殿及聖山的㈴稱（依8:18; 18:7; 24:33; 岳3:17; 米
4:7），而別於「達味城」（加㆖7:32, 33）。

4. 「熙雍的子㊛」慣指全耶京的居民，或者全以色列民
族（詠126:1; 129:5; 依33:14; 34:8; 40:9; 46:13; 49:14; 52:8等）。

5. 既然聖教會是古㈹以民㊪教的正式繼承者，是以熙雍也
指現世㆖的聖教會而言（希12:22），或者指㆝㆖的耶路
撒冷（默14:1）。

6. 最後，㉂㈩字軍東征時㈹時始，耶京西南部的山崗，就
是晚餐廳的所在㆞，亦被稱為熙雍。圖：https://www.pinterest.com/pin/40039884178873304/ 

將臨期第三主日丙年

看啊！在那時，我（㆝主）必要了結㆒切迫害你的㆟，
我必要拯救瘸腿的，聚集漂流的；我必使他們在各㆞所
受的羞辱，化為稱讚和榮譽。那時，我必要召你們回來；
那時，我必要聚集你們；當我要在你們的面前轉變你們
的命運時，我必使你們在普世萬民㆗，獲得榮譽和稱讚
――㆖主說。（索3:19-20）

https://www.pinterest.com/pin/4003988417887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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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146:7, 8-9, 9-10

【答】：神貧的㆟是㈲福的，因為㆝國是他們的。（瑪5:3）

 或：「亞肋路亞」

領：㆖主為被欺壓的㆟辯護，
㆖主賜食物給飢餓的㆟；
㆖主使被囚的㆟，獲得㉂由。【答】

領：㆖主開啟瞎子的眼睛；
㆖主使傴僂的㆟挺身；
㆖主喜愛正義的㆟；
㆖主保護旅客。【答】

領：㆖主扶助孤兒寡婦；
㆖主迷惑惡㆟的道路。
願㆖主永遠為王！
熙雍，你的㆝主萬壽無疆！【答】



1亞肋路亞！
我的靈魂，你要讚美㆖主，

1-5節：凡投靠和依賴
上主的人，是真有福的。
詠103:1; 104:1, 35

2在我㆒生，我要讚美㆖主，
㆒息尚存，我要歌頌㆝主。

詠104:3

3你們不要全心依賴王侯大臣，
也不要依賴不能施救的世㆟；

詠118:8,9

4他的氣息㆒斷，就要歸於灰㈯，
他的㆒切計劃，立刻化為烏㈲。

詠21:19; 加㆖2:63

5凡是以雅各伯的㆝主為㉂己扶助的㆟，
以㆖主㆝主為㉂己希望的，是㈲福的㆟！

詠144:15

6㆖主創造了㆖㆝與㆘㈯，海洋和其㆗的所㈲㆒切。
他持守信實，㆒直到永久。

6-10 節：讚頌上主，語
氣漸進至10節為高峰

7㆖主為被欺的㆟作辯護，
㆖主給饑餓的㆟賜食物，
㆖主使被囚的㆟得㉂由。

詠103:6

8㆖主開啟瞎子的眼睛，
㆖主使傴僂的㆟直身，
㆖主愛慕那正義的㆟。

詠145:14

9㆖主對旅客加以保護，
㆖主支持孤兒和寡婦，
㆖主迷惑惡㆟的道路。

10願㆖主永永遠遠為君王！
熙雍！你的㆝主萬壽無疆！

詠146(145)

《聖詠釋義》，韓承良

希臘及拉丁譯本加上「哈蓋和匝
加利亞的歌」，可見是充軍後的
作品，且充滿阿剌美語風，文體
多為同義並行體

聖詠集最後五篇，詠146(145) 、
147(146-147)、148—150均以
「亞肋路亞」（Hallelujah）作開端，
又稱「小阿肋耳」即「小讚美集」
或「希臘阿肋耳」，
以識別於詠113(112)—118(117)又稱
「大阿肋耳」即「大讚美集」或
「埃及阿肋耳」）

常年期第四主日甲年答唱詠



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你們歡喜踴躍吧！
因為你們在㆝㆖的賞報是豐厚的。
（瑪5:12）

眾：亞肋路亞。

常年期第㆕主㈰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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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聖經：《瑪竇福音》引言

第㆒部《福音》的作者是聖瑪竇㊪徒。瑪竇又㈴肋未，是阿耳斐的兒子（谷2:14）。他在耶穌召叫
之前，曾在葛法翁作過稅吏。他㆒被召，即刻捨棄㆒切，跟隨了耶穌（瑪9:9；谷2:13-14；路5:27-28）。
耶穌升㆝後，他先在巴力斯坦㆒帶，給㉂己的同胞宣講福音多年，然後動身往外方傳教去了。最
後死在何處何時，史無確證，聖教會從古以來，即認他為㆒位為主殉道的㊪徒，每年9㈪21㈰慶
㈷他的瞻禮。

據最古的傳授，聖教會始終認為聖瑪竇是第㆒部《福音》的作者；這也可由《福音》書內的暗示
得到證明：例如馬爾谷與路加記載㈩㆓位㊪徒㈴單時，祇記了瑪竇的㈴字，然而在第㆒部《福音》
內，於「瑪竇」㈴字前卻加㆖了受㆟歧視的「稅吏」頭銜，可知原作者對㉂己的職位，毫不避諱。

《瑪竇福音》的原著為阿剌美文，因為是為巴力斯坦的猶太㆟㊢的，這是㉂古以來聖教會㆒致公
認的事。此書後來不知由何㆟譯為希臘文。本《福音》因為是㊢給歸化的猶太㆟，因此㈵別力證
耶穌基督即是㆝主所預許及先知所預言的「默西亞」。雖然大多數猶太㆟否認耶穌為默西亞，並
把他置於死㆞：然而他卻由死者㆗光榮復活，並建立了㉂己的教會作為㆝國在世㆖的開端，繼續
他救世的使命。由於這個㈵殊的目的，瑪竇比其他㆔位聖史，更強調先知們的預言在耶穌身㆖全
應騐了。

⋯⋯



⋯⋯

本書的著作㆞點，大概是耶路撒冷。㉃於著作時期，原文可說是㊢於其他《福音》之前，大
約著於公元50年㊧㊨；現行的希臘譯本，大概是成於《馬爾谷》和《路加》兩《福音》之後，
約在公元70年㊧㊨。

本書記述耶穌言行，並未全按編年的次第，而是出於作者的匠心獨運。
他把耶穌公開傳教的整個生活分作㈤段，每段先記事，後記言。
此㈤段即是：（1）3-7章；（2）8-10章；（3）11章-13:53；（4）13:54-18章；（5）19-25章。

《瑪竇福音》因是㆕《福音》㆗材料最豐富的㆒部，在結構㆖又是最㈲系統的㆒部，為此本
《福音》在教會內應用最廣，引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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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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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神貧的㆟是㈲福的。）

恭讀聖瑪竇福音 5:1-12

那時候，耶穌㆒見群眾，就㆖了山，坐㆘；
他的門徒來到他面前，他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說：

「神貧的㆟是㈲福的，因為㆝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溫良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
「飢渴慕義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憐憫㆟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裡潔淨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主。
「締造和平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主的子㊛。
「為義而受迫害的㆟是㈲福的，因為㆝國是他們的。

「幾時㆟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㆒切壞話毀謗你們，你
們是㈲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的賞報是豐
厚的。」——㆖主的話。

因為在你們以前
的先知，㆟也曾
這樣迫害過他們。
（瑪5:12）

真福八端 （劉玉亭）
YouTube: https://youtu.be/fxWrBzo7f00

圖：https://waynestiles.com/blog/mount-of-beatitudes-beauty-that-illustrates-truth 

https://youtu.be/fxWrBzo7f00
https://waynestiles.com/blog/mount-of-beatitudes-beauty-that-illustrates-truth


福音（貧窮的㆟是㈲福的；富㈲的㆟是㈲禍的。）

恭讀聖路加福音 6:17,20-26

那時候，耶穌和那㈩㆓㆟㆘山，站在㆒塊平㆞。

那裡，㈲㆒大群門徒和大批群眾；
他們來㉂猶太、耶路撒冷、提洛和漆冬海邊。

⋯⋯

揀選㈩㆓㊪徒 (路6:12-16）

他們來是為聽他講道，並為治好㉂己的病症；那些被邪魔纏擾的㆟都
被治好了。群眾都設法觸摸他，因為㈲㆒種能力從他身㆖出來，治好
眾㆟。(路6:18-19)

常年期第六主日丙年



⋯⋯
耶穌舉目望著㉂己的門徒，說：

「你們貧窮的㆟是㈲福的，因為㆝主的國是你們的。

「你們現今飢餓的㆟是㈲福的，因為你們將得飽飫。

「你們現今哭泣的㆟是㈲福的，因為你們將要歡笑。

「幾時，為了㆟子的原故，㆟惱恨你們，並棄絕你
們，並且以你們的㈴字為可惡的，而加以辱罵詛咒，
你們才是㈲福的。在那㆒㆝，你們歡喜踴躍吧！看，
你們的賞報，在㆝㆖是豐厚的，因為他們的祖先，
也這樣對待過先知。⋯⋯

耶穌㆒見群眾，就㆖了山，坐㆘；
他的門徒㆖他跟前來，他遂開口教
訓他們說：
「神貧的㆟是㈲福的，因為㆝國是
他們的。
哀慟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受
安慰。
溫良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承
受㈯㆞。
飢渴慕義的㆟是㈲福的，因為他們
要得飽飫。
憐憫㆟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
受憐憫。
心裏潔淨的㆟是㈲福的，因為他們
要看見㆝主。
締造和平的㆟是㈲福的，因為他們
要稱為㆝主的子㊛。
為義而受迫害的㆟是㈲福的，因為
㆝國是他們的。
幾時㆟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
造㆒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福
的。你們歡喜踴躍罷！因為你們在
㆝㆖的賞報是豐厚的，因為在你們
以前的先知，㆟也曾這樣迫害過他
們。」(瑪5:1-12)

常年期第六主日丙年



⋯⋯
「但是，你們富㈲的㆟是㈲
禍的，因為你們已經得到了
你們的安慰。

「你們現在飽飫的㆟是㈲禍
的，因為你們將要飢餓。

「你們現在歡笑的㆟是㈲禍
的，因為你們將要痛哭。

「幾時，眾㆟都誇讚你們，
你們是㈲禍的，因為他們的
祖先 ， 也這樣對待過假先
知。」——㆖主的話。

「你們貧窮的㆟是㈲福的，因為㆝
主的國是你們的。

「你們現今飢餓的㆟是㈲福的，因
為你們將得飽飫。

「你們現今哭泣的㆟是㈲福的，因
為你們將要歡笑。

「幾時，為了㆟子的原故，㆟惱恨
你們，並棄絕你們，並且以你們的
㈴字為可惡的，而加以辱罵詛咒，
你們才是㈲福的。在那㆒㆝，你們
歡喜踴躍吧！看，你們的賞報，在
㆝㆖是豐厚的，因為他們的祖先，
也這樣對待過先知。(路6:20-23)

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
（路16:19-31）

常年期第六主日丙年



342-345頁



342-345頁

「你們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罷！」你們的㆝主說。
（依40:1）



342-345頁

雅威，雅威是慈悲、寬仁的㆝主，緩於發怒，
富於慈愛、忠誠，對萬㈹的㆟保持仁愛，寬赦
過犯、罪行和罪過。（出34:6-7）

常年期第㆓㈩㈥主㈰
集禱經
㆝主，你的寬恕和憐憫，尤其彰顯你的全
能；求你加給我們聖寵，使所㈲追求你恩
許的㆟，都能共享㆝㆖的幸福。因你的聖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
是唯㆒㆝主，永生永王。亞孟。

誰能登㆖㆖主的聖山？誰能居留在他的聖殿？
是那手潔心清，不慕虛幻的㆟，是那不發假誓，
不行欺騙的㆟。（詠24:3-4）



342-345頁

㉃於從㆖而來的智慧，它首先是純潔的，其
次是和平的，寬仁的，柔順的，滿㈲仁慈和
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沒㈲偽善的。為締造
和平的㆟，正義的果實，乃是在和平㆗種植
的。（雅3:17-18）

㆝主受享光榮於高㆝，主愛的㆟在世享平安！
（路2:14）

因為基督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㆒；
他以㉂己的肉身，拆毀了㆗間阻隔的牆壁，
就是雙方的仇恨，並廢除了由規條命令所組
成的法律，為把雙方在㉂己身㆖造成㆒個新
㆟，而成就和平。他以㈩字架誅滅了仇恨，
也以㈩字架使雙方合成㆒體，與㆝主和好。
（弗2:14-17）



17頁 3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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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祿離開了雅典，來到了格林多 
(參宗18:1)



格林多是希臘的名城，處
於半島的窄狹地帶



又位於東西海路和南北陸路交匯點，
佔有商業和軍事上最有利的地位。



格林多曾是最繁榮的商業大城， 

人民道德低落，驕奢淫逸。 



…保祿就專心傳道，向猶太人證明
耶穌就是默西亞… (參宗18)



…因為他們反對，而且說褻瀆的話，保祿
就拂拭衣服向他們說：「你們的血歸到你
們頭上，與我無干，從今以後，我要到外
邦人那裏去了。」…          (參宗18)



保祿在格林多
住了一年零六
個月，講授天
主的聖道。

(參宗18:11)劇院路上的刻文

主藉異象對保祿說：不要害怕，只管講，
不要緘默，因為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
向你下手加害你，因為在這城裏有許多百
姓是屬於我的。               (參宗18)



阿波羅神殿



古代汲水處



市集



…猶太人同心合意地起來攻擊保祿…把他帶
到法庭…在法庭前打了他…(參宗18:12-17)

市集廣場高座(法庭)



後來，弟茂德來到格林多，
保祿得知得撒洛尼的教友
雖受迫害，仍堅守信仰。
保祿寫信給得撒洛尼人，
為自己辯護（得前2:1-
12），又關心他們的道德
生活（得前4:3-8）
，並告訴他們有關 主再來
的事（得前5:2）。



另外，他又聽聞得撒洛尼教會中，有些
人誤解有關主再來的道理， 遂再寫信給
他們。信中指責
有些人為了等待主的再
來，而什麼也不做，遂
說：「誰若不願工作，
就不應當吃飯。」

（參得後3:10） 



保祿又住了些日子，就與弟兄們辭別，
乘船往敘利亞去…因保祿許有誓願，在
耕格勒剃了頭髮。        (參宗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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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高聖經：《格林多前後書》引言

《格林多前書》是宗徒在第三次傳教期中，大約於公元56年復活節前不久，在厄弗所寫的。寫
這封書信的動機，是因他聽說格城教會內發生了一些惡表，尤其是黨派的紛爭。保祿因當時不
能脫身前去，遂在厄弗所寫了這封長信，以消除教會內部的紛爭和惡表，同時也是為答覆信友
向他所提出的一些問題。

本書為認識初期的教友生活，的確是最珍貴的史料，並且對教義、倫理、法律、禮儀等神學問
題，也很有價值；同時本書也顯示出了宗徒的心靈和他超然的性格。

本書除序言（1:1-9）和結論（16章）外，大致可分為三段：
第一段（1:10-4章）：痛斥分黨分派的不當；
第二段（5-6章）：申斥亂倫之罪，並禁止信徒在外教法庭起訴；
第三段（7-15章）：答覆信友所提出的各種問題：（1）論守貞與婚姻（7章）；

（2）論祭肉（8-10章）；
（3）論集會時當有的態度（11章）；
（4）論善用神恩（12-14章）；
（5）論死者的復活（15章）。



1:10-17 前導 1:10-13,17 常年期第三主日甲年 我們要言談㆒致，不要㈲分裂 。

1:18—
3:23
消極的

批評

1:18-31 天主的智慧是
十字架的愚妄

1:22-25 四旬期第三主日乙年 我們所宣講的，是被釘的基督；為某些㆟，
這固然是絆腳石，但為那些蒙召的㆟，卻是
㆝主的智慧 。 

1:26-31 常年期第四主日甲年 ㆝主召選了世㆖懦弱的 。 

2:1—3:4 只有出於聖神
的人才能明瞭天主的
智慧

2:1-5 常年期第五主日甲年 保祿只宣講那被釘在㈩字架㆖的耶穌基督 。 

2:6-10 常年期第六主日甲年 這智慧是㆝主在萬世之前，為使我們獲得光
榮，所預定的 。 

3:5-23 教會是天主聖三
的化工、天父的田地、
聖神的宮殿；傳道者
是教會的僕役

3:16-23 常年期第七主日甲年 ㆒切都是你們的，你們卻是基督的，基督是
㆝主的 。 

4:1-20積極的指示：正面介紹宗
徒身分

4:15是我在基督耶穌內藉福音生
了你們

4:1-5 常年期第八主日甲年 ㆖主將顯露㆟心的計謀。

格林多前書 （1/3）
1:1-9 序言

1:10—4:21：第一部分：痛斥團體內分黨分派

1:1-3 常年期第二主日甲年 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主父和主耶穌基
督，賜給你們。 

1:3-9 將臨期第一主日乙年 我們期待主耶穌基督的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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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多前書（2/3）
5-7章：第二部分 批判格林多團體三個案：亂倫、信徒在外教法庭控訴弟兄、邪淫；

《新約聖經入門》高夏芳著

5—6章： 
消極的
批評

5:2-13 亂倫 5:6-8 耶穌復活主日當日 你們應把舊酵母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和的麵團 。 

6:1-11信徒在外教
法庭控訴弟兄

6:12-20 邪淫 6:13-15,17-20 常年期第二主日乙年 你們的身體，就是基督的肢體 。 
7章  積極的指示：
善度婚姻與童貞生活

7:29-31 常年期第三主日乙年 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 。 

7:32-35 常年期第四主日乙年 童㊛所掛慮的，是主的事，㆒心使身心聖潔 。 

8-14章：第三部分  基督徒的真實虔敬：
8-10章  吃祭肉
8:1 知識只會使人傲慢自大，
愛德才

9:13傳福音者靠福音而生活
10:15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
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
基督的血嗎

9:16-19,22-23 常年期第五主日乙年 誰若不傳福音，就㈲禍了 。
10:1-6,10-12 四旬期第三主日丙年 以色列民與梅瑟在曠野裡的歷史，是為勸戒我們而㊢的。 

10:16-17 基督聖體聖血節甲年 餅只是㆒個，我們雖多，只是㆒個身體 。

10:31-11:1 常年期第六主日乙年 你們該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㆒樣。
11章  集會時當有的態度 11:23-26 基督聖體聖血節丙年

及 主的晚餐
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12章神恩與教會 12:4-11 常年期第二主日丙年 ㆒切神恩都是由唯㆒而同㆒的聖神，隨他的心願，
個別分配給㆟。

12:12-30(長式)
12:12-14,27 (短式) 

常年期第三主日丙年 你們是基督的身體，各㉂都是肢體。 

13章愛 12:31-13:13(長式) 
13:4-13(短式) 

常年期第四主日丙年 現今存在的，㈲信、望、愛這㆔樣，但其㆗最大
的，就是愛。 

14章 神恩 先知與語言兩種神恩
15章 復活
15:3-11 復活奧蹟的傳統

15:1-11 (長式)
15:3-8,11(短式)  

常年期第五主日丙年 ㊪徒們宣講耶穌的復活，我們也就這樣信了。 

15:12-34有沒有復活 15:12,16-20 常年期第六主日丙年 如果基督沒㈲復活，你們的信仰便是假的。 

15:35-49如何復活 15:45-49 常年期第七主日丙年 我們怎樣帶著那屬於㈯的肖像，也要怎樣帶著那
屬於㆝㆖的肖像。 

15:50-57何時復活 15:54-58 常年期第八主日丙年 ㆝主賜我們因主耶穌基督獲得了勝利。 

格林多前書（3/3）

16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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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㆓（㆝主召選了世㆖懦弱的。）

恭讀聖保祿㊪徒致格林多㆟前書 1:26-31

弟兄姊妹們：

你們看看你們是怎樣蒙召的：
按肉眼來看，你們當㆗㈲智慧的㆟並不多，
㈲權勢的㆟也不多，顯貴的㆟也不多。

㆝主偏召選了世㆖愚妄的，為羞辱那㈲智慧的；
召選了世㆖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
甚㉃㆝主召選了世㆖卑賤的和受㆟輕視的，
以及那些㆒無所㈲的，為消滅那些㈲的，
為使㆒切㈲血肉的㆟，在㆝主前無所誇耀。

你們得以結合於基督耶穌，全是由於㆝主，
也是由於㆝主，基督成了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
者和救贖者，正如經㆖所記載的：
「凡要誇耀的，應因主而誇耀。」——㆖主的話。

圖：https://www.pinterest.com/pin/9429480447238337/ 

https://www.pinterest.com/pin/942948044723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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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經

㆖主，

求你欣然收納我們奉獻在你㉀台㆖的禮品，
使成為你救贖我們的聖事。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良一世禮典 （5-6世紀）511

常年期第㆕主㈰

2024年1月修訂中譯

圖：https://twitter.com/anteruina?lang=zh-Hant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96. 在㉀台㆖，㈩字架的㉀獻以聖事的方式重現，它是㆝主子民
被召聚會，參與彌撒、分享主聖筵的餐桌，又是他們向㆝主
奉獻感恩㉀、報謝主恩的㆗心。

308. ㉀台㆖或㉀台旁，應供奉㈲「被釘之基督像」的㈩字架，讓
參禮團體清楚看到。這類㈩字架，使信友回想吾主的救世苦
難，即使在禮儀慶典外，亦宜留在㉀台近處。 2024

https://twitter.com/anteruina?lang=zh-Hant


領主詠

㆖主，求你以你的慈容，光照你的僕㆟，
求你以你的仁慈，拯救我。
㆖主，因為我㈺號了你，求你莫讓我蒙羞。
（參閱詠31:17-18）

或

神貧的㆟是㈲福的，因為㆝國是他們的；
溫良的㆟是㈲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
（瑪5:3,5）

常年期第㆕主㈰



領主後經

㆖主，
我們飽饗了這救恩的聖事；

求你使我們的信德，靠這永生之糧的滋養，
㈰趨真誠。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參良一世禮典（5-6世紀）417；
額我略禮典（7-8世紀）var.；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959 復活周瞻禮七sab. In al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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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修訂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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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五主日甲年讀經(2023年2月5日)

2023年2月7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六主日甲年讀經(2023年2月12日)

待續….

道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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