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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每一期會議都以「Adsumus
Sancte Spiritus」（「天主聖神，我們因你的名，相聚
你台前」）這拉丁禱文開始。這禱文在過去數百年的大
公會議、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以及其他教會聚會均有採
用。此禱文被認為是聖依西多祿（Saint Isidore of
Seville，560年—646年4月4日）所作。在開始這「同
道偕行」（Synodal Process）的進程時，我們通過祈
禱，邀請聖神在我們心中運作，好使我們成為一個滿被
恩寵的共融團體。為了這次2021至2023年的「同道偕
行」進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秘書處提供這禱文的簡化
版，讓各小組或禮儀聚會都能更容易地使用。

為世界主教㈹表會議祈禱文

㆝主聖神，我們因你的㈴，相聚你台前。

你是我們的唯㆒導師，
請寓居我們心㆗；
指引我們該走之路，
教導我們如何踐行。

我們生性軟弱，容易犯罪；
不要讓我們製造紛亂；

不要讓我們因無知而誤入歧途，
因偏執而犯錯。

願我們在你內合而為㆒，
持守真理，實踐正義，
共議同行，邁向永生。

㆝主聖神，我們向你呈奉以㆖的祈求：
你時時處處運行不息；

你與聖父及聖子，共融相通，於無窮世之世。
亞孟。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及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合譯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准  2021年10月6日



進堂詠

㆖主！你的旨意統馭㆒切，誰也不
能反抗，因為你創造了㆝㆞，和㆝
㆘千奇萬妙的事物；
你是萬㈲的主宰。（艾補錄㆛：2-3）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圖：https://www.pinterest.com/pin/379709812307317126

摩爾德開想起了㆖主所作的㆒切，就向㆖主哀求說： 
（艾補錄㆛：1）

https://www.pinterest.com/pin/379709812307317126/


圖：
https://www.pinterest.com/pin
/538320961694427296/ 

https://www.pinterest.com/pin/538320961694427296/
https://www.pinterest.com/pin/538320961694427296/


思高聖經：《艾斯德爾傳》引言

《艾斯德爾傳》 (Esther)和《友弟德傳》 (Judith)，是敘述天主怎樣藉另一位女英雄，拯救猶太人免於
滅亡厄運。據一般經學者的意見，書內的史事，發生於波斯國薛西斯王朝。

薛西斯王將抗命的皇后廢棄，另選立一位猶太少女艾斯德爾為后。不久以後，這位新后的養父摩爾德
開，因不肯向當朝一品的大官哈曼低首下拜，使哈曼十分惱怒，因而仇恨一切猶太人，遂求君王將猶
太人殺盡，君王准如所請。摩爾德開聽見這個凶信，十分恐懼，於是一面求天主拯救，另一面託人將
此凶信報告給艾斯德爾，並面授機宜，要她為猶太同胞懇求君王開恩。艾斯德爾終於獲得了君王的大
赦，不但救猶太人免於大難，而且將哈曼置於死地，使自己的養父摩爾德開替代了哈曼的高位。猶太
人從那時起，特立了「普陵節」，以紀念他們此次獲救的大恩。

本書所記載的主要事實，無疑是有歷史的根據；但由全書的敘事推斷，作者以他生花妙筆，將一些史
事誇大，加以渲染，為顯示以色列民族的光榮和力量。

作者的目的，也好像《友弟德傳》，在證明天主常照顧自己的子民；雖然他們僑居異國，屬人權下，
天主仍照顧那些信賴他的人，不致遭滅族之禍。

使經學者深感困惑的，是本書自古以來流傳兩種不同的經文：一為希伯來文，一為希臘文，前者較短，
後者較長；較長的部份，我們稱之為補錄，亦即通常所稱的「次經」部份。《拉丁通行本》將這些補
錄全置於書尾；但聖教會自初即採用希臘文《聖經》，並且這些補錄，為明瞭本書的史事，是相當重
要的。因此中文譯本，按希臘譯本的次序，將這些補錄一併譯出。

若從新約的道德觀點來看本書，自然不能贊同本書過份標榜的狹意國家主義和復仇精神。但應知本書
是舊約時代的產物，尚未受「滿溢恩寵和真理」的耶穌的光照（若1:14）。尤其本書大約是寫於瑪加
伯時代，此時猶太人正處於另一次亡國滅種的危機中。作者以本書來激勵同胞，保衛自己的宗教和國
家，使他們勇敢參加聖戰。



希伯來文 希臘文 思高章節 拉丁通行本 新拉丁通行本

補錄甲：摩爾德開的夢
揭破太監的陰謀

補甲1-11
補甲12-17

1a-1k

1:1—3:13
補錄乙：薜西斯王諭文 補乙1-15 3:13a-g, 14, 15a-i

4:1-17
補錄丙：摩爾德開的哀禱

艾斯德爾的哀禱
補丙1-9
補丙10-24

4:17a-m
4:17n-z, aa-kk

補錄丁：艾斯德爾越規朝見 補丁1-11
5:1—8:12

補錄戊：保護猶太人的諭文 補戊1-20 8:12a-z, aa-cc
8:13—10:3

補錄己：摩爾德開說他的夢實現了
希臘譯者注語

補己1-8 10:3a-k

補錄甲
補錄乙
補錄丙
補錄丁
補錄戊
補錄己

艾斯德爾傳Book of Esther （參思高《艾斯德爾》引言）

4補丙:10-12,17-19@
四旬期第1週星期四 

4補丙:2-3@
常期年第二十七主日
進堂詠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主，
你豐厚的慈愛，遠遠超過我們所堪當的，
也超出我們的期望。

求你廣施憐憫，寬恕我們良心㆖的罪疚，
賞賜我們在祈禱㆗不敢冀求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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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年羅馬禮書1201；
參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770 聖神降臨後第十一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6876
2023年10月修訂中譯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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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依
撒意亞



思高聖經：《依撒意亞》引言

以色列民族史上最著名的先知依撒意亞，約在公元前765年左右生於耶路撒冷。由本書的內容，尤其
由他與朝內官員的往還，以及他在政治上的廣泛影響，可以推知，他出身於貴族。他在烏齊雅王駕崩
那年（公元前740年）蒙召，執行先知的任務，先後凡四十年，歷經約堂、阿哈次和希則克雅三代。
同時在以色列國還有歐瑟亞，在猶大國有米該亞，任先知的職務。

要認識當時以民的歷史環境，需要閱讀列下15-20章及編下26-32章所記載的史事。在公元前八世紀，亞
述帝國佔據了整個小亞細亞，近迫巴力斯坦邊境，威脅以民南北二國進貢納稅。以色列王培卡黑，為
脫離亞述的勢力，與大馬士革王聯盟，且唆使猶大王阿哈次參戰。但因阿哈次拒絕這一要求，二王遂
進攻耶路撒冷（公元前736-735年）。在這危機中，阿哈次不聽依撒意亞的勸戒，反而求救於亞述王
（依7章）。如此，不但導致了以色列國的淪亡（公元前722年），而且使猶大國繳納更重的貢稅。在
希則克雅王執政時，猶大為擺脫亞述的重軛，與埃及和其他鄰邦聯合（30-32章），並與反抗亞述的新
巴比倫締交（36-39章）。結果亞述大舉進攻，圍困耶路撒冷，幸賴天主特殊的保護，耶京及全猶大得
免於難。此時，依撒意亞卻預言了本國將來的滅亡，及巴比倫的充軍（39章；列下20:12,19）。

猶大國正像以色列一樣，免不了要受天主的懲罰，因為舉國上下，尤其政府首長，背棄了天主，不再
依賴他的助佑，反而依賴人世間的政治；百姓以各種迷信、妖術和多神崇拜，來代替對惟一上主的敬
禮；人倫道德一敗塗地，法律秩序絕無僅存。耶路撒冷儼然變成了古代的索多瑪和哈摩辣（1:9;3:9）。

……



……
依撒意亞在聖殿蒙召時所見的神視(6章)，為他的一生留下了最深刻的印像。當時他忽然領悟了上主超絕的
威嚴及至聖性，同時意識到自己和百姓的罪孽。自那一刻起，先知確悉自己是「萬軍的上主」，「以色列
的大能者」，「以色列的聖者」的使者及代言人。於是便開始勸勉百姓改惡遷善，並以忠誠倚恃的心，歸
向惟一的救主，天主。先知自被召之日起，即知道自己的宣講，不會得到甚麼效果：至聖的上主必要消滅
猶大國民(3:8;5:13;6:11)；但滿懷信仰的先知，仍舊依賴天主給與祖先的許諾，確信天主不會完全剷除自己的
百姓，必留下一些「殘餘」，在審判中經過淨煉而成為聖善忠信的遺民，由他們中將要出生未來的救主默
西亞(2:1-5;4:2-6;7:10-17;9:1-6;11:1-9)。這位默西亞將要完成救贖的大業(42:1-7;49:1-9;52:13;53:12)。

本書可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依撒意亞（1-39章）依撒意亞本人的預言； BC 740-700年】是由一些較小的預言集編成的，但沒有依
照時代先後的次序來編纂(1-35章)，其後有一篇帶有歷史性的附錄(36-39章)；

第二部分通常稱為「安慰書」，共分兩段：

前段【第二依撒意亞（40-55章）依撒意亞門下弟子寫於充軍巴比倫末期BC 540-538年間】描寫天主藉波斯
王居魯士，將百姓由充軍的苦患中釋放出來(40:1-49:13)，並藉「上主的僕人」解放他們於罪惡(49:14-55:13)；

（依撒意亞四篇「上主的僕人」詩歌，見於依42:1-9; 49:1-7; 50:4-9; 52:13—53:12 ）

後段【第三依撒意亞（56-66章）再由依撒意亞門下弟子寫於充軍回國後，約BC 450年】頌揚默西亞要建立
的神國，及「以色列聖者的熙雍」，即那要作為萬民中心的新耶路撒冷(56-66章)。  …..



……
無論在《舊約》或《新約》中(德48:25-28；瑪3:3;8:17；路4:17等處)，或在古時猶太教和基督教會的傳
說內，都以前後兩部同為依撒意亞的著作。同樣，1947年，在死海西岸谷木蘭山洞中所發現的《依
撒意亞》，其希伯來文抄卷，和最古的希臘譯本，亦都以依撒意亞為全書的作者。但這並非說先知
親筆寫了一切；由8:16得知，先知曾委託他的門人弟子，將自己的預言暫為收藏。可能在充軍的末期，
先知的後輩子弟將這些預言宣布出來，並稍事修改，為使人更易瞭解，或為更適應當時的環境，這
都不妨礙稱依撒意亞為全書的作者。 

諸先知中，影響新約教會最深刻者，首推依撒意亞，因為他曾論及默西亞的誕生(7:14;9:6;11:1)，他超
絕的本性和使命(7:14;9:5;11:4;42:1-7)，以及他贖罪救世的大業(53章)。故此依撒意亞堪稱為「舊約中的
福音宣傳者」。



讀經㆒（萬軍㆖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1-7

我（依撒意亞）要為我的愛友（上主），謳唱㆒首㈲關
他葡萄園（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的情歌：

我的愛友，㈲㆒座葡萄園，位於肥沃的山崗㆖；

他翻掘了㈯㆞，除去了石塊，
栽種了精選的葡萄樹，
園㆗築了㆒座守望台，又鑿了㆒個榨酒池。

他原希望葡萄園出產好葡萄，但它卻出產了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啊！
現在請你們，在我與我葡萄園之間，判別是非：
我為我的葡萄園所能做的，還㈲什麼沒㈲做到？

我原希望它出產好葡萄，為什麼卻出產了野葡萄？
⋯⋯

圖：https://followingjesus.org/the-context-of-a-life/ 

https://followingjesus.org/the-context-of-a-life/


⋯⋯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將怎樣對待我的葡萄園：

我必撤去它的籬笆，讓它被吞噬；拆毀它的圍
牆，讓它受踐踏；
我要使他變成荒㆞，不再修剪，不再耕鋤；荊
棘和蒺藜，將叢叢而生；
並且我要命令雲彩，不再給它降㆘時雨。

萬軍㆖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而猶大㆟，
即是他鍾愛的幼苗。
㆖主原希望正義，看，竟是流血；
㆖主原希望公平，看，卻是冤聲！
——㆖主的話。

圖：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8299125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8299125


圖：https://www.bibleplaces.com/watchtowers/ 及 https://www.inspirationtravel.com/-
/blog/2016/08/03/unique-places-in-israel-yad-hashmona/

第一世紀 加里肋亞葡萄園 意象圖
圖：https://followingjesus.org/the-context-of-a-life/ 

今日Yad HaShmona watchtower

https://www.bibleplaces.com/watchtowers/
https://www.inspirationtravel.com/-/blog/2016/08/03/unique-places-in-israel-yad-hashmona/
https://www.inspirationtravel.com/-/blog/2016/08/03/unique-places-in-israel-yad-hashmona/
https://followingjesus.org/the-context-of-a-life/


Winepress
In Israel, grapes were gathered during 
August and September,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grapes and the climate of the region. 
They were usually placed in limestone vats 
or troughs cut into rock. Men normally 
crushed the grapes barefoot, singing songs 
as they trod the winepress.—Isa 16:10; Jer 
25:30; 48:33.

1. Freshly picked grapes
2. Winepress
3. Drainage channel
4. Lower collecting basin
5. Earthenware wine jars

Related Scripture(s):
Mt 21:33; Mr 12:1

圖：https://wol.jw.org/en/wol/d/r1/lp-e/1001072065 

https://wol.jw.org/en/wol/bc/r1/lp-e/1001072065/0/0
https://wol.jw.org/en/wol/bc/r1/lp-e/1001072065/0/1
https://wol.jw.org/en/wol/bc/r1/lp-e/1001072065/0/1
https://wol.jw.org/en/wol/bc/r1/lp-e/1001072065/0/2
https://wol.jw.org/en/wol/bc/r1/lp-e/1001072065/1/0
https://wol.jw.org/en/wol/bc/r1/lp-e/1001072065/1/1
https://wol.jw.org/en/wol/d/r1/lp-e/100107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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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80:9,12, 13-14, 15-16, 19-20

【答】：萬軍㆖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依5:7）

領：你從埃及移來㆒棵葡萄樹。
你把異民趕走，而種植這樹。
它的枝蔓，伸展到海涯；
它的根苗，綿延到河壩。【答】

領：你為何拆毀了它的籬笆，任憑過路的㆟去砍伐，
使森林的野豬去踐踏，使田間的野獸去吃它？【答】

領：萬軍的㆝主，求你領我們回去；
求你從高㆝之㆖，垂視和憐恤！
求你常看顧這葡萄樹，及你㊨手種植的園圃；
保護你所培養的小樹。【答】

⋯⋯



⋯⋯
【答】：萬軍㆖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依5:7）

領：從此，我們再不願意離開你；
請賜我們生存，為能傳揚你的㈴。
㆖主，萬軍的㆝主，求你復興我們；
請顯示你的慈顏，好拯救我們！【答】



詠80(79)                                                                           常年期期第二十七主日甲年答唱詠
七十賢士譯本標題：「為亞述人」
第3節提及的厄弗辣因、本雅明和默納協，是構成北國以色列的主要單元。本聖詠估計是公元前721年後，北以色列國亡者不久
之時，南國感到憂心忡忡，以本詩祈求天主速來施展大能拯救以民，同時警告南國百姓好自為之。

1 阿撒夫的詩歌，交與樂官。調寄「見證的百合」。

2 以色列的牧養者，懇求你留心細聽，你率領若瑟的子孫㈲如率
領羊群。
坐於革魯賓之㆖者，求你大顯光榮。

3 於厄弗辣因、本雅明和默納㈿之㆗；求你發顯你的威能，快來
作我們的救星！

4 ㆝主，求你使我們能以復興，顯示你的慈顏，好拯救我們。

（應是希則克國王時代阿撒夫後代
中一位詩人）
為北國以色列求救

本雅明與古若瑟同是雅各伯愛妻辣
黑耳所生。厄弗辣因與默納協是古
若瑟之子。雅各伯臨終時認孫為子，
祝福他們。

5 萬軍的㆝主，何時消除向你祈禱的百姓發怒？
6 你給他們吃的是含淚的食物，你用汪汪淚㈬，作他們的飲料。
7 你使我們㆕鄰因我們而爭吵，你讓我們的仇㆟向我們嘲笑。
8 萬軍的㆝主，求你復興我們，顯示你的慈顏，好拯救我們。
⋯⋯

以民飽受摧殘

韓承良，《聖詠釋義》



詠80(79)                                                                           常年期期第二十七主日甲年答唱詠
七十賢士譯本標題：「為亞述人」
第3節提及的厄弗辣因、本雅明和默納協，是構成北國以色列的主要單元。本聖詠估計是公元前721年後，北以色列國亡者不久
之時，南國感到憂心忡忡，以本詩祈求天主速來施展大能拯救以民，同時警告南國百姓好自為之。

⋯⋯
9   你從埃及移來㆒棵葡萄樹，你把異民趕走，而種植這樹。
10 給這樹準備了肥沃㈯質，這樹深深扎根，滿佈大㆞。
11 它的蔭影遮蔽着群山峻嶺，它的枝幹與參㆝松柏相等；
12 它的枝蔓伸展到海涯、它的根苗綿延到河壩。

移植的葡萄樹

13 你為何拆毀了它的籬笆，任憑過路的㆟去砍伐，
14 使森林的野豬去踐踏，使田間的野獸去吃它？
15 萬軍的㆝主，求你領我們回去，求你從高㆝之㆖垂視而憐恤！
16 求你常看顧這葡萄樹，和你㊨手種植的園圃，保護你所培養的

小樹。

被毀壞的葡萄園

17 願那放㈫焚燒它，砍伐它的㆟，因懍於你怒容的威嚇而沉淪。
18 願你㊨手扶持你㊨邊的㆟。並扶助為你所堅固的子民！
19 從此，我們再不願意離開你，賜我們生存，為能傳揚你㈴。
20 ㆖主萬軍的㆝主，求你復興我們，顯示你的慈顏，好拯救我們！

祈禱以民的復興
本雅明：意謂「右手之子」
本哀禱聖詠，作者向天主預許奉
獻感恩讚美之祭結束。

韓承良，《聖詠釋義》



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說：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
常存的果實。（參閱若15:16）

眾：亞肋路亞。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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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聖經：《瑪竇福音》引言

第一部《福音》的作者是聖瑪竇宗徒。瑪竇又名肋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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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升天後，他先在巴力斯坦一帶，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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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每年9月21日慶
祝他的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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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位宗徒名單時，祇記了瑪竇的名字，然而在第一部《福音》
內，於「瑪竇」名字前卻加上了受人歧視的「稅吏」頭銜，可知原作者對自己的職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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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寫的，這是自古以來聖教會一致公
認的事。此書後來不知由何人譯為希臘文。本《福音》因為是寫給歸化的猶太人，因此特別力證
耶穌基督即是天主所預許及先知所預言的「默西亞」。雖然大多數猶太人否認耶穌為默西亞，並
把他置於死地：然而他卻由死者中光榮復活，並建立了自己的教會作為天國在世上的開端，繼續
他救世的使命。由於這個特殊的目的，瑪竇比其他三位聖史，更強調先知們的預言在耶穌身上全
應騐了。

⋯⋯



⋯⋯

本書的著作地點，大概是耶路撒冷。至於著作時期，原文可說是寫於其他《福音》之前，大
約著於公元50年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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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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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段，每段先記事，後記言。
此五段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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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料最豐富的一部，在結構上又是最有系統的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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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

恭讀聖瑪竇福音 21:33-43

那時候，耶穌對司㉀長和民間長老說：
「你們再聽㆒個比喻吧！
從前㈲㆒個家主，培植了㆒個葡萄園，
周圍圍㆖籬笆，園內掘了㆒個榨酒池，築了
㆒座守望台，把它租給園戶，就離開了本國。

快到收成的時候，家主打發僕㆟，到園戶那
裡，去收取果子。

園戶捉住了僕㆟，將㆒個鞭打了，將㆒個殺
死了，將另㆒個用石頭砸死了。

家主再打發㆒些僕㆟去，㆟數比以前還多；
園戶也照樣對待了他們。
⋯⋯

圖：https://www.freebibleimages.org/illustrations/parable-tenants/ 

https://www.freebibleimages.org/illustrations/parable-tenants/


⋯⋯ 
「最後，家主打發㉂己的兒子，到園戶那裡
去。家主心想：他們會敬重我的兒子。

「但園戶㆒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
這是繼承㆟，來！我們殺掉他，我們就能得
到他的產業。
於是，園戶捉住家主的兒子，把他推到葡萄
園外面，殺了。

「那麼，當葡萄園的主㆟回來時，他要怎樣
處置那些園戶呢？」

司㉀長和民間長老回答說：
「要凶惡㆞消滅那些凶惡的㆟，把葡萄園另
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
⋯⋯

圖：https://www.freebibleimages.org/illustrations/parable-tenants/ 

2023年10月修訂

https://www.freebibleimages.org/illustrations/parable-tenants/


⋯⋯ 
耶穌對他們說：
「『匠㆟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那是㆖主的所作所為，在我們眼㆗，神妙莫測』
這句經文，你們沒㈲讀過嗎？

「為此，我對你們說：㆝主的國，必由你們當㆗
奪去，而交給結果實的外邦㆟。」

——㆖主的話。

跌在這石頭㆖的，必被撞碎；這石頭落在誰身㆖，必要把他
壓碎。」
司㉀長和法利塞㆟聽了他的這些比喻，覺出他是指着他們說
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眾，因為他們以耶穌為㆒位先知。
（瑪21: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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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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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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理伯位馬其頓的東部，
是羅馬帝國殖民地 



…這是馬其頓一區的首城，	
…我們就在這城裡住了幾天。		(參宗16:12)

資料：https://northern-
greece.com/places/macedonia/
kavala/sights/philippi-
walking-tour/ 

https://northern-greece.com/places/macedonia/kavala/sights/philippi-walking-tour/
https://northern-greece.com/places/macedonia/kavala/sights/philippi-walking-tour/
https://northern-greece.com/places/macedonia/kavala/sights/philippi-walking-tour/
https://northern-greece.com/places/macedonia/kavala/sights/philippi-walking-tour/


當時斐理伯城繁榮，它是保祿在歐洲大陸開
創的第一個教會



劇院



保祿在河邊講道
為里狄雅付洗
(宗16:13-15)

圖：https://www.gordonconwell.edu/global-education/footsteps-of-paul/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global-education/footsteps-of-paul/


4世紀
聖保祿堂的洗禮池

圖：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he_Octagonal
_Basilica,_the_Baptistery,_Philippi_(7272870128).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he_Octagonal_Basilica,_the_Baptistery,_Philippi_(7272870128).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he_Octagonal_Basilica,_the_Baptistery,_Philippi_(7272870128).jpg


斐里伯城教堂A的遺跡



教堂B的遺跡



教堂 B



教堂B柱上的石刻



公廁



二人出了監獄…會
見了弟兄們，鼓勵
一番後，便起程走
了。				(參宗16:40)

保祿與息拉下獄
(宗16:19-40)

監獄



路加和弟茂德留下輔助當地教會



Map 26 Paul's Journey to Rome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2-pauls-journey-to-rome82062/paul-addresses-the-crowds/ 

1. 保祿被指帶外邦人入聖殿、被捕；
（宗21:27-39）

保祿聲明自己是羅馬公民（宗22:22-30）

猶太人陰謀殺害保祿；（宗23:12-22）

保祿被解送到凱撒勒雅Caesarea（宗

23:23-35）；
保祿要求上訴凱撒（宗25:1-12） （49-
51歲） 

2. 乘船經漆冬Sidon（宗27:3）

3. 橫渡基里基雅Cilicia和旁非里雅
Pamphylia一帶海面，到里基雅Lycia的
米辣Myra。（宗27:5）

4. 一連多日緩慢航行，到克尼多Cnidus
對面（宗27:7）

5. 因為風勢阻止，就靠着克里特島Crete
背風的海面，在撒耳摩訥角Cape 
Salmone旁邊沿岸航行，來到良港Fair 
Havens。（宗27:7-8）。

⋯⋯
保祿到羅馬的行程 （51-52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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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良港Fair Havens不適於過冬，起程
到腓尼斯Phoenix，腓尼斯是克里特
Crete的一個港口。 （宗27:12-13）

後遇上風暴，飄蕩海面，10多天後終
於在默里達島（馬耳他）Malta附近覆
舟。（宗27:14-44）停留該島3個月後再
出發（宗28:11）

7. 到達西西里島的息辣谷撒Syracuse；
經勒基雍Rhegium到頗提約里Puteoli
（那不勒斯Naples附近）；遇見弟兄們；
便往羅馬去了。（宗28:12-14）

弟兄們從羅馬來到阿丕約市場Forum 
of Appius和三館Three Taverns迎接保
祿。（宗28:15）

保祿到達羅馬後，軟禁在家。保祿在
㉂己賃的房子裏，住了整整2年；凡
來見他的，他都接待。他宣講㆝主的
國，教授主耶穌 基督的事，都非常㉂
由，沒㈲㆟禁止。（宗28:16-31）【斐、
費、哥、 弗】 （52-55歲）

保祿到羅馬的行程 （51-52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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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聖經：《斐理伯》引言

斐理伯城位於馬其頓東部，原名克勒尼德，因其為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斐理伯所重修，遂得此名。
敖塔威雅諾皇帝將此城封為羅馬帝國的殖民地，享有意大利城市的權利。保祿時代，此城頗為繁
榮；保祿在第二次傳教行程中（即公元51年）來到此地，並按宗16:11-40的記載，本城教會是他在
歐洲大陸所開創的第一個教會；歸化基督的人多半為外邦人，猶太人為數極少。本城信友十分愛
護保祿，保祿也愛護他們，因此他破格祇接受了他們的援助（4:15-16）。
及至保祿在羅馬坐監時，他們不但募款救濟他，並且還打發教會的要員厄帕洛狄托親自送往羅馬，
並叫他留在那裏服侍保祿。不幸，他在羅馬患了重病，但又賴天主的仁慈轉危為安；待他痊癒後，
決意要返回斐城，保祿遂趁此機會寫了這封信，托他帶給斐城信友（2:25-30）。此時約當公元63年。
在保祿的書信中，本書特別流露出他對信友的親切慈愛，語句淺近易懂，好像父親規勸兒子，鼓
勵他們，安慰他們，並勸勉他們日進於德；甚至連他個人的一些神修生活狀況，也告訴了他們
（1:21-26;3:5-14）。除這點父子熱情的特徵外，因他身為基督的宗徒，也向他們談及了一些教義的
問題，討論了幾項神學上極重要的道理，（如在2:5-11一段內說明基督具有天主性和人性；力言他
的苦難聖死，是他獲得光榮的捷徑）；在3:2-4一段內，並極力勸勉他們躲避猶太保守派的謬誤。
本書由於熱情奔放，說理論事，不易分段。雖也有致候辭與祝福辭，但在正文內，論題的次序卻
沒有多大連貫。今將本書的內容略述如下：
保祿首先敘述自己的現況，雖然被囚在監，但仍有助於福音的傳布（1:12-26）；
然後勸勉信友在忠信友愛與謙遜各事上，應以耶穌為法（1:27-2:18）；
隨後報告快要派弟茂德來看望他們，並稱讚厄帕洛狄托（2:19-30）；以後勸他們要提防猶太保守派
的謬誤，應效法自己（3:1-17），而不應效法那些生活放蕩的基督徒（3:18-4:3）。此後提醒他們應
常喜樂於主，專務各樣德行（4:4-9）；
最後致謝信友對他的熱切關懷及有力的捐助（4:10-20）。



恭讀聖保祿㊪徒致斐理伯㆟書 4:6-9

弟兄姊妹們：

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㆒切事㆖，
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
向㆝主呈㆖你們的請求；
這樣，㆝主那超乎各種意想的平安，
必要在基督耶穌內，固守你們的心思念慮。

此外，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
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
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㆒切，你們都該思念；
凡你們在我身㆖所㈻得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
所看到的：這㆒切，你們都該實行。
這樣，賜平安的㆝主，必與你們同在。
——㆖主的話。

讀經㆓（這㆒切你們都該實行；這樣，賜平安的㆝主，必與你們同在。）

圖：https://wallpapers.com/picture/praying-hands-pictures-9tq5uhbr6syx4c2c.html 

https://wallpapers.com/picture/praying-hands-pictures-9tq5uhbr6syx4c2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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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經

㆖主，

求你悅納我們按你聖子命令所呈㆖
的㉀獻，
並以這神聖奧蹟，聖化和救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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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93+445；
1970年羅馬彌撒經書  復活期第七周星期三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2023年10月修訂中譯

圖：https://yannan951.pixnet.net/blog/post/2843281-%E8%BC%94%E7%A5%AD%E6%94%B6%E9%8C%84%E7%A6%AE 

https://yannan951.pixnet.net/blog/post/2843281-%E8%BC%94%E7%A5%AD%E6%94%B6%E9%8C%84%E7%A6%AE




領主詠

㆖主對信賴他和尋求他的㆟，是慈善的。
（哀3:25）

或

餅只是㆒個，我們㆟雖多，只是㆒個身體；
我們眾㆟都共享同㆒個餅和同㆒個杯。
（參閱格前10:17）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領主後經

全能的㆝主，

求你以聖體聖事滋養我們，
飽飫我們，轉化我們，
使我們㈰益肖似基督。

他是㆝主，永生永王。
亞孟。

參良一世「基督苦難主日講道」12:7, PL 54, 357bc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2023年10月修訂中譯

圖：https://blueeyedennis-siempre.blogspot.com/2013/01/something-from-taize-with-sieger-kod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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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甲年讀經(2023年10月15日)

2023年10月17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甲年讀經(2023年10月22日)
或 欣賞傳教節甲年讀經

2023年10月24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主日甲年讀經(2023年10月29日)

2023年10月31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甲年讀經(2023年11月5日)

2023年11月7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甲年讀經(2023年11月12日)

2023年11月14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甲年讀經(2023年11月19日)

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日）甲年讀經
(2023年11月26日) 待續….

道賞

公佈：2023年10月3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