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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賞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甲年）

讀經一 出 22:20-26
答唱詠 詠 18:2-3, 3-4, 47, 51
讀經二 得前 1:5-10
福音 瑪 22:34-40

道賞：同道共賞；我們一起欣賞
教會的祈禱和經文

道賞：道理同賞；共同欣賞教會
禱文和經文的道理

圖片：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aullew/8008606608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aullew/800860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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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尋求㆖主的㆟，樂滿心㆗。
請眾尋求㆖主和他的德能，要時常不斷追求他的儀容。（詠105:3-4）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圖：https://www.catholicheritage.org.hk/tc/catholic_building/st_andrew/architecture/index.html 

https://www.catholicheritage.org.hk/tc/catholic_building/st_andrew/architecture/index.html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主，

我們求你增強我們的信德、望德和愛德，
使我們愛慕你的誡命，獲得你的恩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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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759 聖神降臨後第十三主日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現今存在的，㈲信、
望、愛這㆔樣，但
其㆗最大的是愛。
（格前13:13）

2022年10月修訂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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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聖經：《出谷紀》引言

《五書》的第二部，緊接《創世紀》， 繼續記述以色列子孫的事跡。我國譯本名為《出埃及
記》，或《出谷紀》。後一譯名似乎更適合本書的深意，因為天主將以色列子民由埃及救出的事
實，實是他要把全人類由罪惡的深淵中，救出來的預像和初步實現。

本書上編（1-18章）記述以色列（雅各伯）的子孫，在埃及國所受的壓迫。但天主決未忘卻他向
亞巴郎和其他聖祖所許的諾言，所以選拔了梅瑟為民族的救星，叫他領導自己的同胞出離埃及，
以偉大的奇跡，救他們脫離奴隸的生活，領他們來到西乃曠野，一路上使他們經驗了天主大能的
呵護，令他們堅心信賴天主的照顧。

中編（19-24章）和下編（25-40章）可稱為全舊約的中心，記載天主在西乃山上，將自己啟示給以
色列子民，給他們頒佈了十誡和法律，藉梅瑟與他們立了盟約，使他們成為特選的民族，成為神
權政體的國民。從那時起，天主自己作他們的君王和領袖，住在百姓中的帳幕內；並任命肋未的
子孫，代百姓在會幕內服役，行祭獻天主的大禮。

本書雖可說是以色列子民，建國立憲的一部極有關係的史書，但因為沒有提及埃及王朝或君王的
名號，故此本書的史事，究竟發生在何時，無法確定。據一般經學家的推究，大約是在紀元前十
三世紀中葉。

本書就神學觀點來說，具有極崇高的價值，給人類啟示了天主的超然存在，和他的惟一性以及至
聖性；同時也顯示了他對自己百姓的慈愛和照顧。至於他向人類要求的，是對他應懷有赤誠的信
賴，以及知恩報愛等美德。由於本書所記載的史事，大都含有預像的意義，為此為新約教會的生
活和禮儀，也有其特殊的價值。



出14:15-31       梅瑟領以色列子民乾足渡過紅
海，脫離法郎追兵

15:1-22     勝利之歌（米黎盎之歌）

15:22-26 於叔爾曠野，在瑪辣（意謂：
「酸苦的」），天主將苦水變
甜水

15:27 到厄林安營，那裡有十二股水
泉、七十棵棕樹。

16章 瑪納（即：「這是什麼？」）

以色列子民全會眾從厄林起
程，來到厄林和西乃之間的
欣曠野，時在離埃及後第㆓
㈪第㈩㈤㈰。(出16:1)

17:1-7 瑪撒（誘惑）和默黎巴（爭
吵），擊石出水

18章：梅瑟岳父耶特洛帶同梅瑟妻兒

來到；耶特洛建議梅瑟教訓百
姓遵守天主的典章和法律，並
選立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
長和十夫長處理百姓的小案件，
協助梅瑟管理百姓。

19—40章  西乃盟約
瑪撒=試探 ；默黎巴=爭吵

 (出17:7；戶20:13)



《思高聖經：西乃（Sinai）》
西乃是西乃半島中的一座高山，拉丁通行本友5:14; 詠67:18; 德48:7; 宗7:30, 38; 迦4:24-25，亦譯作西
納（Sina）。以民出離埃及後，沿途經過紅海、瑪辣、厄林、勒非丁，至第三月初一日來到了西乃
曠野的西乃山，在山麓平原上紮了營，離山很近，由山下可以望見山頂（出19）。以民在西乃山麓
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在這久長的時期內，梅瑟常上山與天主交談，天主藉他給以民頒布了十誡
和法律，與以民結立了盟約，制定了禮制。從此由十二支派組成的以民就成了天主的民族，天主成
了他們的天主（出19:3-9; 申6:4-15; 7:6-11）。以民的歷史就成了天主民族的歷史。⋯⋯

地圖：思高聖經學會

圖：https://www.khanacademy.org/humanities/medieval-world/byzantine1/x4b0eb531:early-byzantine-including-iconoclasm/a/art-and-architecture-of-saint-catherines-monastery-at-mount-sinai 

https://www.khanacademy.org/humanities/medieval-world/byzantine1/x4b0eb531:early-byzantine-including-iconoclasm/a/art-and-architecture-of-saint-catherines-monastery-at-mount-sinai


⋯⋯至於此山究竟在何處？歷來有三種主張：一說是 Jebel 
Serbal。此說最古，起於公元三世紀或四世紀，但因山麓
沒有經文所記，可供紮營的曠野平原，所以難以接受。一
說是 Jebel Musa 。此說亦相當古老，起於公元四世紀或五
世紀。一說是 Ras es-Safsafeh。這兩座山原是一由西北
向東南伸展，約有3公里長的山脈上的兩個山峰： Jebel 
Musa 在南山脈上，海拔為2244公尺； Ras es Safsafeh在
北山脈上，海拔為2114公尺。兩山地勢都很合乎聖經的記
載；但近來學者多半主張 Jebel Musa 是西乃山，因為這山
的地勢似乎比較更符合聖經的記載。

西乃叢山中最高的山，還是 Jebel Catharina ，海拔為2260
公尺。在山東坡，海拔1504公尺的山谷中，有建於公元六
世紀的聖女加大利納東正教的隱修士會院。會院內多古跡，
實乃西乃山山上僅存的名勝聖地。會院內設有圖書館，其
中藏有希臘文、阿剌伯文、敘利亞文和厄提約丕雅文的古
抄卷。現在所謂的西乃抄卷，即是公元1844至1859年間，
德人 ischendorf在此會院內偶然發現的古抄卷，抄寫的時
期大概是公元四世紀。以後陸續再有些新發現。

圖：http://discoversinai.net/english/mount-sinai-hiking-trail/6318
思高《聖經辭典》

http://discoversinai.net/english/mount-sinai-hiking-trail/6318


圖：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int_Catherine%27s_Monaste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int_Catherine%27s_Monastery


圖：https://deeperstudy.com/saint-catherine-monastery/ 及 https://dynamic-media-cdn.tripadvisor.com/media/photo-o/0e/58/aa/be/monastery.jpg?w=2000&h=-1&s=1  

https://deeperstudy.com/saint-catherine-monastery/
https://dynamic-media-cdn.tripadvisor.com/media/photo-o/0e/58/aa/be/monastery.jpg?w=2000&h=-1&s=1


圖：
https://slidesplayer.com/slide/11285967/ 

https://slidesplayer.com/slide/11285967/


圖：http://discoversinai.net/english/mount-sinai-hiking-trail/6318 及 http://sinaitrekkingandsafari.com/main-attractions/high-mountains/mt-sinai/ 

http://discoversinai.net/english/mount-sinai-hiking-trail/6318
http://sinaitrekkingandsafari.com/main-attractions/high-mountains/mt-sinai/


The Holy Summit of Sinai, also known as Jebel Mousa, is the 
place where Moses received the Law from God. Here are to 
be found the Chapel of God in the Highest, surrounded by the 
ruins of the larger Justinian basilica, and in addition, the Rock 
of Moses, and a mosque. The peak is at an altitude of 2,285 
meters, and can be reached from the monastery by two 
different routes. The older is the Steps of Repentance, 
consisting of some 3,750 steps that ascend to the very summit, 
constructed in the 6th century.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bbas Pasha I created the alternate Camel Trail, a more 
circuitous and more gradual ascent, that coincides with the 
Steps of Repentance for the last ascent of 750 steps.

The Caves of Moses
There are two caves at the peak of Sinai associated with the
Prophet Moses. The first one is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the
present chapel, and is associated with Moses’ sojourn at the
peak when he fasted for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It is
reached by a small staircase. The door faces east, and the cave
extends about two meters. At its opening, are to be found
inscriptions from the first Christian millennium, in both Greek
and Armenian. The second cave is actually a cleft in the rock, to
the north side of the present chapel. Thi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lace where Moses was hidden by God and from where he
behelf the glory of God. “And it shall come to pass, while my
glory passeth by, that I will put thee in a cliff of the rock, and will
cover thee with my hand while I pass by” (Exodus 33:22).資料和圖：https://www.sinaimonastery.com/index.php/en/description/mount-horeb/holy-summit 

https://www.sinaimonastery.com/index.php/en/description/mount-horeb/holy-summit


《思高聖經：米德楊（Midian, Madian）》

米德楊一名，有「判斷」或「爭論」的意思，它在聖經上是指一個
人，他的後代，及他們所居住的地方而言。

是亞巴郎由繼室刻突辣所生的兒子（創25:2; 見編上1:32等），他同其他
的兄弟——除依撒格外——在領受部份財產後，被逐出家庭，居住
在東方地區，以遊牧為生（創25:5, 6）。米德楊的後代更以經商著名
（創37:28, 38; 依60:6）。梅瑟逃往米德楊人的住區避難（出2:15），並娶
米德楊女子為妻，他的岳父耶特洛是米德楊人的司祭（出18:1）。在
米德楊地方見到著火的荊棘（出3:1, 2）。當以民輾轉於西乃曠野中
時，也受到他們不少的恩惠（出13），故此由種種的跡象看來，以
民同米德楊人有著美滿的友誼感情。但這種感情未能維持很久，在
戶22:4-7就發生了米德揚及摩阿布人，聯同邀請巴郎咒罵以民的事
蹟。戶25章述說以民如何受他們的陷害，而敬禮了他們的邪神，及
以民宣誓向之復仇（見戶31）。其後在民長時代，米德楊人曾盡其能
事，來騷擾業已定居於巴力斯坦的以民（民6:1-6）。直至基德紅民
長將他們完全戰敗，並驅逐於約但河東地區為止（見民7, 8）。此事
蹟曾在聖經上反覆地追念著（詠83:10, 12; 依9:4; 10:26; 66:60; 哈3:7等）。

由聖經所給我們的種種線索，我們可以大致地斷定，他們所居住的
區域。最初他們佔居了阿卡巴（Aqaba）海灣之東的曠野地區，但
他們既以遊牧為生，故很快地開始向外發展，先是沿海灣向北方遷
移，然後由西乃半島的北部向西方進侵（見列上11:18）。在北方漸漸
滲透於厄東及摩阿布人的地區，甚至進入了巴力斯坦。

《思高聖經：曷勒布（Horeb）》

「曷勒布」，意謂乾旱或曠野，是西乃
半島中的一座山名。此山又名為「天主
的山」，因為天主曾在其上發顯了給梅
瑟，後又在其上與以色列民族結立了盟
約，頒布了約書（出3:1-12; 申1:6; 4:10; 

18:16）。曷勒布與西乃似乎是指同一座山
而言。

在舊約中，除出17:6外，曷勒布常同是指
西乃。參見出19:11, 18; 33:5, 6; 申1:2; 4:15; 
33:2。德48:7卻又兩名並提，似乎兩名所
指應有分別；為此，有些學者以為西乃
是指群山而言，曷勒布是指群山中的一
山而言；有些學者以為只是一山的兩種
名稱不同的由來，是出於所徵引的文獻：
「雅威傳述」（Traditio Jahvistica）和
「司祭傳述」（Traditio Sacerdotalis）的
文獻中，多用西乃，「厄羅依傳述」
（Traditio Elohistica）和「申命傳述」
（Traditio Deuteronomica）文獻中，則多
用曷勒布。最後到過曷勒布的是先知厄
里亞（列上19章）。



西乃山

圖：https://doubtingthomasresearch.com/maps-
mount-sinai-egypt-midian/ 

拜金牛梅瑟祭壇

沙地阿拉伯境內西乃山研究

資料：https://nypost.com/2021/10/02/archaeologist-claims-mount-sinai-found-in-saudi-arabia/ 及
https://www.academia.edu/41629493/_MOUNT_SINAI_IS_NOT_AT_JEBEL_EL_LAWZ_MAQLA_IN_SAU
DI_ARABIA_A_SCIENTIFIC_STUDY_WHY_JEBEL_MUSA_IS_MT_SINAI_AND_HOW_PRE_WRITING_HEBRE
W_PETROGLYPH_DEPICTIONS_REVEAL_THE_ISRAELITE_EXODUS_VOLUME_1 

https://doubtingthomasresearch.com/maps-mount-sinai-egypt-midian/
https://doubtingthomasresearch.com/maps-mount-sinai-egypt-midian/
https://nypost.com/2021/10/02/archaeologist-claims-mount-sinai-found-in-saudi-arabia/
https://www.academia.edu/41629493/_MOUNT_SINAI_IS_NOT_AT_JEBEL_EL_LAWZ_MAQLA_IN_SAUDI_ARABIA_A_SCIENTIFIC_STUDY_WHY_JEBEL_MUSA_IS_MT_SINAI_AND_HOW_PRE_WRITING_HEBREW_PETROGLYPH_DEPICTIONS_REVEAL_THE_ISRAELITE_EXODUS_VOLUME_1
https://www.academia.edu/41629493/_MOUNT_SINAI_IS_NOT_AT_JEBEL_EL_LAWZ_MAQLA_IN_SAUDI_ARABIA_A_SCIENTIFIC_STUDY_WHY_JEBEL_MUSA_IS_MT_SINAI_AND_HOW_PRE_WRITING_HEBREW_PETROGLYPH_DEPICTIONS_REVEAL_THE_ISRAELITE_EXODUS_VOLUME_1
https://www.academia.edu/41629493/_MOUNT_SINAI_IS_NOT_AT_JEBEL_EL_LAWZ_MAQLA_IN_SAUDI_ARABIA_A_SCIENTIFIC_STUDY_WHY_JEBEL_MUSA_IS_MT_SINAI_AND_HOW_PRE_WRITING_HEBREW_PETROGLYPH_DEPICTIONS_REVEAL_THE_ISRAELITE_EXODUS_VOLUME_1


19章 西乃安營，為結約做準備
20章 頒布十誡（2-17節），修築祭壇
21 － 23章 僕婢法、賠償法、保障人權法（處女、女巫、外僑、寡婦和孤兒、放貸、奉獻首生）、

判官、安息年與安息日、慶節（無酵節、收成節、收藏節）、應許與訓戒
24章 立約儀式
25 － 31章 25章 聖所、約櫃、供桌、燈台

26章帳棚
27章全燔祭壇、庭院、燈
28章司祭禮服、厄弗得、胸牌、長袍
29章 祝聖司祭儀式、祭餐、祝聖全燔祭壇、每日全燔祭、香壇
30章 會幕人丁稅、銅盆、油、製香法、工程師、安息日

31:18  上主在西乃山上向梅瑟說完了話，交給他兩塊約版，即天主用手指所寫的石版。
32:1-6 拜金牛
32:7-14 梅瑟求天主息怒 
32:15-24     梅瑟怒碎約版
32:25-35 懲罰拜金牛者（28節 當天三千人被殺）（戶25:1-9；格前10:8）
33:1-6 命令起程
33:7- 11 會幕
33:12-23    上主的榮耀經過
34章 重造約版：6-7節「上主（雅威），上主（雅威）是慈悲寬仁的天主，緩於發怒，富於慈愛忠誠，對

萬代的人保持仁愛，寬赦過犯、罪行和罪過，但是決不豁免懲罰，父親的過犯向子孫追討，直到三
代四代。」28節梅瑟在那裏同上主一起，停留了四十天四十夜，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把盟約的
話，即十句話，寫在石版上。..30節面容發光

35－40章 禮儀規律的執行，近乎重複25－31章

出谷紀 （19-40章）



恭讀出谷紀 22:20-26

㆖主這樣說：
「對外僑，你們不要苛待和壓迫，因為你們
也曾僑居埃及。

對任何孤兒寡婦，不可苛待；
若是苛待了㆒個，他若向我㈺求，我必俯聽，
必要發怒，用刀殺死你們；
這樣，你們的妻子也要成為寡婦，你們的兒
子也要成為孤兒。⋯⋯

讀經㆒（對任何孤兒寡婦，不可苛待；若是苛待了㆒個，我必要發怒。）

圖： https://www.fmsc.org/the-feed/from-the-field/2014/may/feeding-widows-and-orphans 

https://www.fmsc.org/the-feed/from-the-field/2014/may/feeding-widows-and-orphans


⋯⋯
「如果你借錢給我的㆒個百姓，
即你㆗間的㆒個窮㆟，你對他不可像放債
的㆟，向他索取利息。

如果是你拿了㆟的外氅作抵押，㈰落以前，
應歸還他，因為這是他唯㆒的鋪蓋，是他
蓋身的外氅；
如果沒㈲這外氅，他怎能睡覺呢？
他如果向我㈺號，我必俯聽，因為我是仁
慈的。」
——㆖主的話。

圖：https://www.hk01.com/article/3992/%E8%B6%95%E7%9B%A1%E6%AE%BA%E7%B5%95%E9%9C%B2%E5%AE%BF%E8%80%85-%E7%84%B6%E5%BE%8C%E5%99%93%E5%AF%92%E5%95%8F%E6%9A%96 

若一4:7-8

https://www.hk01.com/article/3992/%E8%B6%95%E7%9B%A1%E6%AE%BA%E7%B5%95%E9%9C%B2%E5%AE%BF%E8%80%85-%E7%84%B6%E5%BE%8C%E5%99%93%E5%AF%92%E5%95%8F%E6%9A%96


教宗方濟各：憐憫是天主在我們心中的烙印
10月19日傍晚，教宗方濟各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
“為移民和難民祈禱的時刻”。他指出，
“我們蒙召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所有旅行者的近人，
挽救他們的生命，治癒他們的傷口，減輕他們的痛苦”。
這是我們的使命。

(梵蒂岡新聞網)在10月19日星期四晚上，教宗方濟各在伯多祿廣場為陷入困境的移民和難民主持祈禱活
動，呼籲世人救助他們，治癒他們的傷口，幫助他們為社會做出貢獻，建立一個以友愛與和平為標誌
的更美好世界。祈禱活動在面朝聖伯多祿大殿左側的大型雕塑前舉行，該雕塑的名稱是《不知不覺中
款待天使》，描繪了一群來自不同文化和種族背景、不同歷史時期的移民和難民。世界主教會議第十
六屆常規大會的全體與會者參加了祈禱活動。

在祈禱中，教宗省思了《路加福音》福音中“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參閱：路十25-37）。教宗指
出：“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的處境與比喻中的旅行者一樣呢？好多啊！有多少人在路上被搶劫、被剝
光、被毆打？他們被肆無忌憚的人販子欺騙而背井離鄉，然後被當成商品出售；他們被綁架、監禁、
剝削和奴役；他們受到羞辱、酷刑和強姦。很多很多的人從未抵達目的地。在我們這個時代遷徙者的
路途上，擠滿了受傷和垂死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在天主台前痛苦地呼喊。他們往往是那些逃離戰爭和
恐怖主義的人，正如這些日子中我們不幸看到的一樣。”⋯⋯



⋯⋯
友愛源自憐憫的心
接著，教宗解釋道，今天，就如同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時代一樣，“有人看了看，就走過去了。
這個人肯定給了自己的離開一個很好的理由，實際上是自私、冷漠、恐懼。這就是事實”。
“相反，福音對那個撒瑪黎雅人是怎麼說的呢？福音說，他看見了受傷的人，就‘動了憐憫的心’
（第33節）。這是關鍵，憐憫是天主在我們心中的烙印。天主的風格是親近、憐憫、溫柔：這就是
天主的風格。憐憫是天主在我們心中的烙印。
教宗繼續說道：“就如同撒瑪黎雅人一樣，如今，我們蒙召作所有旅行者的近人，救助他們的生
命，治癒他們的傷口，減輕他們的痛苦。不幸的是，對許多人來說，為時已晚，我們只能在他們
的墳墓前哭泣，如果真有他們的墳墓的話，或地中海已經變成了一個墳場。上主知道每一個人的
面容，不會忘記他們。”

移民現象為社會是個機會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透過幫助貧窮的旅行者，實行了關懷移民行動的四個動詞，即接納、保護、促
進與融合。移民也可以為“更包容、更美好、更和平”的社會帶來機會。
於是，教宗說道：“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致力於讓道路更加安全，這樣今天的旅行者就不會成為強
盜的受害者。有必要加大力度打擊犯罪網絡，它們利用移民夢想從中牟利；但同樣有必要指出更
安全的道路。為此，我們必須致力於拓展正規移民的渠道。”
最後，教宗呼籲所有人關懷那些敲門的移民和難民，並請在場參與祈禱活動的人默哀片刻，悼念
那些在各種移民旅途上喪失性命的人。

資料：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3-10/pope-may-we-be-neighbours-to-the-wayfarers-of-our-time.html?fbclid=IwAR1IpPfvO8WhGtzw5_SdaIUeqOeP9zyql25r-d6EnOK9zaTlD-Cx7_IDNyM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3-10/pope-may-we-be-neighbours-to-the-wayfarers-of-our-time.html?fbclid=IwAR1IpPfvO8WhGtzw5_SdaIUeqOeP9zyql25r-d6EnOK9zaTlD-Cx7_IDN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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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18:2-3, 3-4, 47,51

【答】：㆖主，我的力量！我愛慕你。（詠18:2）

領：㆖主，我的力量！我愛慕你。
㆖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難所。
【答】

領：你是我的㆝主，我㆒心依靠的磐石；
你是我的護盾、我救恩的力量、我的堡壘。
我㆒㈺求應受頌揚的㆖主，
他就把我從仇敵的手㆗救出。【答】

領：㆖主，萬歲！我的磐石應受讚頌！
救我的㆝主應受尊崇！
你使你的君王大獲勝利；
對你的受傅者，你廣施仁愛慈惠。【答】

參撒下8:9-12；或
撒烏耳陣亡後，達味在赫貝龍被
立為王後，治理聖地南部七年之
久（撒下6:5），最後撒烏耳兒子
依市巴耳的大將阿貝乃耳臣服於
達味，統一國家；此時達味寫了
本篇感恩的凱旋歌。
（達味於主前1010年繼撒烏耳為
王，征服四方，奠都耶路撒冷。）

1-31: 作者愁腸百結，遭受困苦
艱難包圍
上主是一位慈悲為懷，樂善好
施，拯救苦難者的神
32-51: 作者是驍勇善戰，勇謀
雙全，光榮凱旋的勝利者
上主是一位耀武揚威，馳聘戰
場，救助和保護虔誠者的神

《聖詠釋義》，韓承良著

凱旋感恩歌

18:1 交與樂官，㆖主的僕㆟達味
作，達味在㆖主救他脫離㆒切
仇敵，尤其撒烏耳的毒手時，
向㆖主唱了這篇詩歌 



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
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
（若14:23）

眾：亞肋路亞。

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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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愛㆖主你的㆝主，並愛㆟如己。）

恭讀聖瑪竇福音 22:34-40

那時候，法利塞㆟聽說耶穌使撒杜塞㆟，閉
口無言，就聚集在㆒起；
他們㆗㈲㆒個法㈻士，去試探耶穌，
問耶穌說：
「師父，法律㆗，那條誡命是最大的？」

耶穌對他說：
「『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主、你的
㆝主。』這是最大，也是第㆒條誡命。
第㆓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如你㉂己。
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
——㆖主的話。

圖：
https://renewalchristiancenter.org/blog/2020/04/15/l
ove-your-neighbor-as-yourself 

申6:4-5

肋19:18

常年期第㆓㈩主㈰  集禱經
㆝主，你為愛你的㆟，準備了眼所未見的真福，求你
把㉃愛之情，傾㊟我們心㆗，使我們在萬㈲之㆗愛你，
並愛你在萬㈲之㆖，以獲得遠超我們所想望的恩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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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newalchristiancenter.org/blog/2020/04/15/love-your-neighbor-as-yourself
https://renewalchristiancenter.org/blog/2020/04/15/love-your-neighbor-as-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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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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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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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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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和息拉來到得撒洛尼，
		…傳報耶穌就是默西亞		(參宗17:1-3)



保祿時代的得撒洛尼是靠海的港口， 
        是當時商業與交通的樞紐。



保祿在此城建立了教會，

                 信友多是外邦人	



鬧市中的廢墟



劇院



市集



思高聖經：《得撒洛尼前後書》引言

得撒洛尼（今希臘東北部之撒羅尼基）在保祿時代為馬其頓省會，又是靠海的良港，所以成為當時商業與交
通的樞紐。居民除希臘、羅馬、小亞細亞人外，尚有不少猶太人。

保祿在第二次傳教行程中，於公元50年年底曾到達此城，建立了教會，歸化的信友大半是外邦人，猶太人
為數極少（宗17:1-4）。其他不信的猶太人見保祿傳教順利，遂集合市井敗類，與保祿為難，使他不得不離
開自己新建的教會（宗17:5-15）。他的身體雖離開了那裏，但他的心卻未嘗一刻忘懷，一再願意回去，但是
未能如願（得前2:18），因而寫了這兩封信，以解答他們的疑難，改正他們的毛病。這兩封書信可說是保祿
最先寫的書信，茲將這兩書信分別略述如下：

《得撒洛尼前書》：本書的起因，由內容得知：當保祿在雅典時，已聽到得城的信友正遭到猛烈的迫害，
遂打發弟茂德前往探望；及至弟茂德由得城返來時，保祿已到了格林多（宗18:5），弟茂德遂趕到格城，報
告了得城的近況：信友雖遭受迫害，但仍堅持於信望愛三德；雖有猶太人毀謗保祿，但信友對保祿仍忠貞
不貳。可是有些信友仍不免還犯舊日的老毛病，另外是邪淫和懶惰。另有些人因他們的親友已去了世，想
他們不能同自己和那些還活着的人歡迎主光榮的降臨，因而過份悲傷。保祿聽了上述的各種情形，遂寫下
了這封書信。所以本書的目的，不外是安慰與鼓勵新信友們，同時也是為反駁他的敵人對自己的毀謗；此
外勸勉那些游手好閒的人要殷勤工作，最後講解了一段有關基督再來的道理。本書寫作的時間，是在公元
51和52年之間，地點是格林多。

本書可分前後兩段：
作者在前段中（1:2-3:13）：先因信友的熱誠而感謝天主，後提醒信友應記起自己為此教會所作的一切。
在後段中（4:1-5:25）：先勸勉信友要修潔德和愛德，要殷勤工作，後闡述有關死人復活和基督再來的道理。



《得撒洛尼後書》：保祿寫此信的起因，是因他得到了一些關於得城教會的新消息：第一書信
已收到了好的效果，信友在困難中獲得了不少精神上的鼓勵，在信望愛三德上更有了進步，不
再為死去的親友而過度憂傷；不過現在對主來臨的時間又起了恐慌，因為宗徒在前書中曾寫說：
「主的日子要像夜間的盜賊一樣來到」（得前5:2），因而有不少信友推想，主來臨的日子已經
迫近，那些偷懶好閒的人，較前更為消極。保祿為消除他們的謬見和惡習，立即寫了此信。

所以本書的目的，即是在糾正任何有關主來臨的錯謬思想，並嚴責那些游手好閒以及一切不依
照宗徒訓誨行事的人。

本書信寫於前書後不久，即在公元52年，地點仍是格林多。

本書可分為三段：
第一段（1:3-12）：宗徒先對教會可慶幸的狀況感謝天主，後提醒他們要記念末世永遠的賞罰。
第二段（2章）：闡釋有關基督再來的時期，在這期間，信友應堅守信德。
第三段（3:1-15）：對實際生活給信友的幾項勸言，尤其勸勉那些偷懶好閒的人要勤奮工作，不

要吃閒飯。



甲年讀經二

1:1 致候辭
得前1:1-5 常年期

第二十九主日

不斷記念你們因信德所做的工作、

因愛德所受的㈸苦、因盼望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所㈲的堅忍。 

1:3—3:13
頌謝辭

1:2—2:12首次頌謝：因為得撒尼人在

苦難中接受了信仰 得前1:5-10 常年期
第三十主日

你們離開偶像，事奉永生的真㆝

主，並期待他的聖子㉂㆝降㆘。 

2:12—3:13 再次頌謝：因為得撒尼人

在苦難中接受了並持守信仰
得前2:7-9, 13 常年期

第三十一主日

我們不但願意將㆝主的福音交給

你們，而且也願意將我們的性

命交給你們。 

4:1-12 
勸諭

4:1-8 論潔德

4:9-12論愛德

4:13—5:11
基督再來

4:13-18 基督再來 得前4:13-18 常年期
第三十二主日

㆝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

同他㆒起前來。 

5:1-11 基督徒的末世存在 得前5:1-6 常年期
第三十三主日

主的㈰子，要像㊰間的盜賊㆒樣

來到。 

5:12-22
最後勸論

5:12-13 團體內應有的秩序

5:14-22 團體成員應持守的善工

5:23-28 最後問候和祝福

得撒洛尼前書 黃鳳儀，《新約導論》



丙年讀經二

1:1-2 致候辭

1:3-12 
頌謝辭

1:3-10 為團體堅忍的信仰表現而頌
謝，但亦就基督的再來和最

後的審判向他們提出警告

得後1:11—2:2 常年期
第三十一主日

好使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字，在你們內受光榮，你們
也在他內受光榮。。 

1:11-12 為團體禱告

2:1-17 正確
了解基督
再來的必
要

2:1-12基督肯定不會立刻再來：他
再來之前必與惡勢力鬥爭，

但這鬥髎亦將受阻延：最終

基督必戰勝一切

2:13-17為團體堅定之心祝禱 得後2:16—3:5 
常年期
第三十二主日

願主鼓勵你們的心，並在各
種善工善言㆖，堅固你們。

3:1-16
最後勸論

和禱告

3:1-5 主必堅固團體，互相禱告

得後3:7-12 常年期
第三十三主日

誰若不願意工作，就不應當
吃飯。 

3:6-16 對閑蕩者特別的規勸：末世
不會立刻臨現，故此必須積

極地生活下去

3:17-18 最後問候

得撒洛尼後書 黃鳳儀，《新約導論》



恭讀聖保祿㊪徒致得撒洛尼㆟前書 1:5-10

弟兄姊妹們：

正如你們知道，我們為了你們，在你們㆗間，
是怎樣為㆟。

你們雖然在許多苦難㆗，卻懷著聖神的喜樂，
接受了聖道，成為效法我們，及效法主的㆟，
甚㉃成為馬其頓和阿哈雅眾信者的模範。

因為，主的聖道，由你們那裡，不僅聲聞於
馬其頓和阿哈雅，而且，你們對㆝主的信仰，
也傳遍了各㆞，以致不需要我們再說什麼；
⋯⋯

讀經㆓（你們離開偶像，事奉永生的真㆝主，並期待他的聖子㉂㆝降㆘。）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10-pauls-journey-to-phrygia-macedonia/paul-starts-his-2nd-missionary-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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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傳述我們的事，說我們怎樣來到
了你們那裡，你們怎樣離開偶像，皈依了㆝主，
為事奉永生的真㆝主，
並期待他從死者㆗復活的聖子，㉂㆝降㆘；就
是他的聖子——耶穌，拯救我們脫免將要來臨
的震怒。
——㆖主的話。

圖：https://hellothessaloniki.gr/events/the-12-gods-and-myths-of-ancient-greece-will-be-presented-in-helexpo/ 及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The-Last-Judgment 

https://hellothessaloniki.gr/events/the-12-gods-and-myths-of-ancient-greece-will-be-presented-in-helexpo/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The-Last-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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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經

㆖主，

求你垂顧我們的獻禮，
使能愈顯你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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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2023年10月修訂中譯





領主詠

我們要因㆝主的救恩而歡樂，並頌揚他的㈴號。
（詠20:6）

或

基督愛我們，為我們交出了㉂己，獻於㆝主，
作為馨香的供物和㉀品。（弗5:2）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領主後經

㆖主，

求你使聖體聖事的恩寵，在我們身㆖
發揮實效。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
祈禱。
亞孟。

750年羅馬禮書1051；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817 秋季齋期（聖神降臨後

第十七主日後）星期六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2023年10月修訂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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