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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賞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 
（節㈰）

守㊰及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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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thoniteusa.com/products/holy-apostles-peter-and-paul 

重溫：
1. 欣賞常年期第十三主日 乙年讀經

https://youtu.be/IQUij-vCG4Y?si=QuLYl3doBvvk0Q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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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19 Peter's Journeys





Roman theatre in 
Caesarea (Acts 10:24)



Peter hands over the leadership to James
Acts 12:1-19   The narrative now skips a few years to 44AD. Peter (who is 
regarded as a radical Jew for mixing with Gentiles) is arrested in Jerusalem during 
the Passover festival on the orders of King Herod Agrippa I, who has recently 
beheaded the apostle James, the brother of John.
Peter is miraculously freed from prison during the night by an angel. He rejoins 
the believers – who are meeting at the home of John Mark in Jerusalem. He 
hands ov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Jerusalem church to the more traditional James 
(the brother of Jesus – see Galatians 1:19) and flees elsewhere for safety. ……

Acts 15:1-21   Peter addresses the assembly of believers in Jerusalem in 49/50AD. 
James – as leader of the church – concludes that the Jewish believers shouldn’t 
insist that Gentiles who have become believers in Jesus must adopt all the Jewish 
religious traditions (see Acts 15:12-21).

Gal. 2:11-14   Peter meets Paul in Antioch in 50AD, shortly after the Council of 
Jerusalem (see 4 on Map 19). Paul accuses Peter of changing his mind and drawing 
back from eating with Gentiles –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more traditional Hebraic 
Jewish believers from Jerusalem.

1 Cor. 1:12     When Paul writes to the Corinthian believers in 56AD, some believers 
in Corinth claim to follow Peter, while others claim to follow Paul or Apollos. Peter 
may, therefore, have escaped to Corinth between 44 and 49AD (see 5 on Map 19) .

1 Pet. 1:1        In 66AD, Peter writes from Rome to the Jewish believers in the 
Roman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 in Pontus, Galatia, Cappadocia, Asia and Bithynia. 
(see 6 on Map 19)

2 Pet. 1:14-15 In 67AD, Peter writes again from Rome, where he has been 
imprisoned and is about to be executed.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the-bible-journey/7-journeys-of-jesuss-followers/peter-hands-over-the-leadership-to-james/

迦2:11但是，當刻法來到安提約基雅時，我當面反對了他，因為他有可
責的地方。

12原來由雅各伯那裏來了一些人，在他們未到以前，他慣常同外邦人
一起吃飯；可是他們一來到了，他因怕那些受割損的人，就退避
了，自己躲開。

13其餘的猶太人也都跟他一起裝假，以致連巴爾納伯也受了他們的牽
引而裝假。

14我一見他們的行為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當着眾人對刻法說：「你
是猶太人，竟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猶太人的方式過活，
你怎麼敢強迫外邦人猶太化呢？」

格前1:12 你們各自聲稱：我是屬保祿的，我是屬阿頗羅的，我是屬刻法
的，我是屬基督的。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the-bible-journey/7-journeys-of-jesuss-followers/peter-hands-over-the-leadership-to-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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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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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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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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MB OF ST. PETER
by Margherita Guarducci
© 1960, Hawthor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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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and Her Book

64年 7月伯多祿在Vatican梵諦崗被
倒釘十字架殉道

67年 保祿在Via Ostiense被斬首
殉道

258年Valerian教難期間，基督徒以6月29日聯合紀念伯多祿及保祿；
有說將兩位宗徒遷葬於Via Appia的Catacomb今日S. Sebastian堂位置；
多位教宗也葬於此Catacomb

354年Chronography日曆以6月29日在Vatican紀念伯多祿，並在Via Ostiense
紀念保祿，及在Catacomb紀念伯多祿及保祿
（又以12月25日作聖誕節）

395年聖奧思定： “Both apostles share the 
same feast day, for these two were 
one; and even though they suffered 
on different days, they were as one. 
Peter went first, and Paul followed. 
And so we celebrate this day made 
holy for us by the apostles’ blood. Let 
us embrace what they believed, their 
life, their labors, their sufferings, their 
preaching, and their confession of 
faith.” （講道295）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io/1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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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_Peter%27s_Basilica 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ilica_of_Saint_Paul_Outside_the_Walls 及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ile:Tre_Fontane_Roma_fc19.jpg 及 https://wigowsky.com/travels/GreeceRome/chapters/Ch11-StPaul.pdf 及
https://www.historyhit.com/locations/st-sebastian-catacombs/ 及 https://encrypted-tbn0.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S3zezwZmrpIwh380-
Q5VnMcg77XhgDod6QRQ&s 及 https://laviebohemetravel.wordpress.com/2013/11/21/quo-vadis/ 

不要忘記⼿⾜
聖⼈敬禮：信仰的

⾒證者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
ve/periodical/spirit/S049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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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亞歷山卓(埃及)

羅馬

安提約基雅

亞歷山卓
(埃及)

羅馬

安提約基雅
君士坦丁堡 (拜占廷)

1964年教㊪保祿㈥世與正教
會Athenagoras㊪主教會面

2014年5㈪25㈰教㊪
方濟各與巴爾多祿茂
㆒世在耶路撒冷會面



325年尼西亞第一屆大公會議，宣認天主子是「聖父所生，而非
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並遣責「亞略異端」（亞略是亞
歷山卓的司鐸）。（《天主教會訓導文獻》（DS）130；《天主
教教理》（CCC）465），同時劃分了三大都主教區： 羅馬、亞
歷山卓、安提約基雅。

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宣認天主聖神與天主同性同體，並劃
分了五大宗主教區：羅馬、君士坦丁堡、亞力山卓、安提約基雅、
耶路撒冷。

431年，厄弗所大公會議（Council of Ephesus）貶斥奈斯多略異端
（Nestorianism）（奈斯多略（Nestorius）是敍利亞人，428年任君
士坦丁堡宗主教）；該會議宣認「基督是真人真天主」的教義，
及欽定「天主之母」信道（《天主教會訓導文獻》（DS）250-251；
《天主教教理》（CCC）466），引致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離開了主流的教會。

（1994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亞述教會首牧Mar Dinkha IV
達成共識，就基督的位格簽署了聯合聲明：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
orientale/chiesa-assira-dell-oriente/dichiarazioni-comuni/common-
declaration-between-pope-john-paul-ii-and-catholicos-patr/testo-in-
inglese.htm）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a-assira-dell-oriente/dichiarazioni-comuni/common-declaration-between-pope-john-paul-ii-and-catholicos-patr/testo-in-inglese.htm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a-assira-dell-oriente/dichiarazioni-comuni/common-declaration-between-pope-john-paul-ii-and-catholicos-patr/testo-in-inglese.htm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a-assira-dell-oriente/dichiarazioni-comuni/common-declaration-between-pope-john-paul-ii-and-catholicos-patr/testo-in-inglese.htm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a-assira-dell-oriente/dichiarazioni-comuni/common-declaration-between-pope-john-paul-ii-and-catholicos-patr/testo-in-inglese.htm


451年，加采東大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宣認「基督二性一位」
教義（《天主教會訓導文獻》（DS）301-302，《天主教教理》（CCC）
467），導致主張「一性論」的亞歷山卓宗主教Dioscorus I及13位埃及主
教群起反對，518年羅馬皇帝儒斯丁一世（Justin I）追究不服從加采東
決議的主教甚至隱修士；終在535-548年期間釀成分裂。

因451年加采東大公會議而離開主流教會的教會，稱為「東方古老教會」
（Ancient Churches of the East / Old Oriental Churches / Ancient Oriental 
Churches /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包括今日的：
科普替正教會埃及宗主教區（Coptic Orthodox Patriarchate of Egypt）、
敍利亞正教會安提約基雅及全東方宗主教區（Syrian Orthodox 
Patriarchate of Antioch and All the East (Damascus)）、
亞美尼亞宗徒教會（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埃塞俄比亞正教會（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厄立特里亞正教會（Orthodox Church of Eriitrea）、
馬蘭卡敍利亞正教會（Malankara Syrian Orthodox Church (Jacobite)），
馬蘭卡正教會（Malankara Orthodox Syrian Church）
（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
orientale/chiese-ortodosse-orientali/relazioni-bilaterali.html 及
https://orthodoxwiki.org/Oriental_Orthodox及 http://www.scooch.org/）。 

「東方古老教會」只承認325年尼西亞大公會議、381年君士坦丁堡大
公會議及431年厄弗所大公會議。

自此，主流教會就強調自己既是「大公教會」，更是「正教會」。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e-ortodosse-orientali/relazioni-bilaterali.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e-ortodosse-orientali/relazioni-bilaterali.html
https://orthodoxwiki.org/Oriental_Orthodox
http://www.scooch.org/


1971年，教宗保祿六世與敍利亞正教會安提約基雅宗主教Mar 
Ignatius Jacoub III簽署聯合聲明（Cf. Joint Declaration by His Holiness 
Pope Paul VI and His Beatitude Mar Ignatius Jacoub III, Patriarch of the 
Church of Antioch of the Syrians (27 October 1971): AAS 63 (1971), 814-
815） ；
1973年，教宗保祿六世與科普替正教會埃及宗主教Shenouda III簽
署聯合聲明（Cf. Joint Declaration by His Holiness Pope Paul VI and His 
Holiness Shenouda III, Pope of Alexandria and Patriarch of the See of Saint 
Mark of Alexandria (10 May 1973): AAS 65 (1973), 299-301）；
1984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敍利亞正教會安提約基雅宗主教
Moran Mor Ignatius Zakka I Iwas簽署聯合聲明（ Cf. Joint Declaration 
of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Syrian Orthodox Patriarch of Antioch, Moran 
Mor Ignatius Zakka I Iwas (23 June 1984): Insegnamenti VII/1 (1984), 1902-
1906） ；
1995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布《願他們合而為一：論致力於大
公主義》（Ut Unum Sint: On commitment to Ecumenism）通諭62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
ii_enc_25051995_ut-unum-sint.html，中譯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ent/P352.html）， 
綜述梵二後宗座與各東方古老教會，就修復加采東大公會議以來
的教義問題，已達成了共識。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25051995_ut-unum-sint.html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25051995_ut-unum-sint.html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ent/P352.html


1054年，教宗良九世（Pope Leo IX，1049-1054年）與當時君士坦丁堡宗
主教Michael Cerularius（+1059年），發生政教的爭執，包括皇帝所任命
佛希亞斯宗主教（Photios，約810-893年）是否合法的爭議；還有教義
禮儀的爭執，包括羅馬教會用拉丁文誦念「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時，加入filioque（聖神由聖父［及聖子］所［共］發）的表達（《天
主教教理》（CCC）245-248）（其實，filioque在447年已慣常用於以拉
丁文誦念信經，但用希臘文誦念時，卻禁止加入）；以及羅馬禮在四
旬期不唱亞肋路亞，又在主日下跪、彌撒用無酵餅等分歧，演變成互
相絕罰對方，開除對方教籍。於是，造成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為首的
東羅馬帝國教會，與以羅馬教宗為首的西羅馬帝國教會，彼此分裂。

自此，西羅馬帝國的教會強調自己是「大公教會」，以教宗為首；而
東羅馬帝國的教會就強調自己是「正教會」，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為
首。

雖然東羅馬帝國的教會名義上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為首，但從沒有實
際的行動。1453年君士坦丁堡淪陷，東羅馬帝國滅亡；於是，君士坦
丁堡宗主教區便沒有了皇帝的支援。

其後，莫斯科宗主教區於1589年建立，以莫斯科為第三羅馬，想與君
士坦丁堡宗主教分庭伉禮。

1215年拉特朗第四屆大公會議（IV Lateran Council）及1274年里昂第二屆
大公會議（II Council of Lyons）曾致力與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修和，但沒
有成功。



1964年，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1963-1978年）與君士
坦丁堡宗主教阿典納哥拉斯（Athenagoras I）在耶路撒冷會
面。

1965年12月7日，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1963-1978年）
與君士坦丁堡宗主教Athenagoras I彼此取消了對方（1054年）
的絕罰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
-orientale/chiese-ortodosse-di-tradizione-bizantina/relazioni-
bilaterali/patriarcato-ecumenico/dichiarazioni-comuni/testo-in-
inglese5.html） 。

1995年，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發表「希臘及拉丁教會傳統論聖神
的發出」的交談文件（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 The Greek and Latin Traditions Regarding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ocumenti/altri-
testi/en1.html中譯：李子忠譯，「希臘與拉丁教會有關『發
聖神』的傳統」，《神學論集》116期（1998夏）172-184頁，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ct/CT116A.pdf） 。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e-ortodosse-di-tradizione-bizantina/relazioni-bilaterali/patriarcato-ecumenico/dichiarazioni-comuni/testo-in-inglese5.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e-ortodosse-di-tradizione-bizantina/relazioni-bilaterali/patriarcato-ecumenico/dichiarazioni-comuni/testo-in-inglese5.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e-ortodosse-di-tradizione-bizantina/relazioni-bilaterali/patriarcato-ecumenico/dichiarazioni-comuni/testo-in-inglese5.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ialoghi/sezione-orientale/chiese-ortodosse-di-tradizione-bizantina/relazioni-bilaterali/patriarcato-ecumenico/dichiarazioni-comuni/testo-in-inglese5.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ocumenti/altri-testi/en1.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ocumenti/altri-testi/en1.html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ct/CT116A.pdf


特倫多大公會議（1545-1563）

《羅馬教理》（1566）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

《大公主義法令》（1964）

《天主教教理》（1992）

1995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布《願他們合
而為一：論致力於大公主義》（Ut Unum Sint: 
On commitment to Ecumenism）通諭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
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
ii_enc_25051995_ut-unum-sint.html，中譯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
ent/P352.html） 

《願他們合而為一：論致力於大公主義》

5-20
天主的計畫：共融（God‘s plan and communion）
合一之路；教會的路（The way of ecumenism: the way of the 
Church）
革新與悔改（Renewal and conversion）
基要的教義（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doctrine）

21-40
首要：祈禱（The primacy of prayer）
交談：整體（Ecumenical dialogue）
交談：各地（Local structures of dialogue）
交談：良心的反省（Dialogue as an 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
交談：化解分歧（Dialogue as a means of resolving disagreements）
具體合作（Practical cooperation）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25051995_ut-unum-sint.html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25051995_ut-unum-sint.html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25051995_ut-unum-sint.html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ent/P352.html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ent/P352.html


羅馬主教是合一的僕人
聖座促進基督信徒合一部發表文件，說明在關於教宗的角色和履行伯多祿首席權的大公對
話中取得的幾個要點。

（梵蒂岡新聞網）《羅馬主教》是聖座促進基督信徒合一部公布的一份文件，
它匯集了關於教宗牧職的大公對話的成果，以此回應若望保祿二世30年前緊隨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取得的進展而提出的邀請。文件的目的在於尋求一
種能被其他教會接受的履行首席權的形式。
儘管並非所有的神學對話都“在同一層面或以同樣的深度論述了這一主題”，
但能對最具爭議的神學問題提出一些“新觀念”。神學對話的成果之一是重新
解讀了“伯多祿論題”，這個論題在歷史上一直是基督徒合一的障礙。“對話
各方受到挑戰，一是避免隨後的教義發展出現不合時宜的反映，二是重新考慮
伯多祿在宗徒們當中的角色”。

首席權的起源
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天主教將羅馬主教的首席地位理解成是由天主的法律所
立定，而其他大多數基督徒則認為這只是憑人的法律所建立的制度。該文件指
出，“釋經學的澄清有助於將這一傳統上的兩種不同觀點放在一個新的願景
上”，把首席地位視作既是天主的法律也是人的法律。換言之，這是“天主對
教會旨意的一部分，並透過人類歷史來實現”。⋯⋯

2024 June 13, 11:49

資料：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4-06/bishop-rome-servant-unity.html 

The Bishop of Rome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
ontent/unitacristiani/en/docu
menti/altri-testi/the-bishop-of-
rome.html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4-06/bishop-rome-servant-unity.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ocumenti/altri-testi/the-bishop-of-rome.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ocumenti/altri-testi/the-bishop-of-rome.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ocumenti/altri-testi/the-bishop-of-rome.html
http://www.christianunity.va/content/unitacristiani/en/documenti/altri-testi/the-bishop-of-rome.html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確定的教義構成一個重大障礙。一些大公對話在“重新解
讀”那次大公會議方面取得了“良好進展”，這也是考慮到歷史環境和隨後梵二
的教導。因此，對教宗普世管轄權的信理定義作了不同的解讀，識別出其範圍和
界限”。
同樣，得以澄清“不可錯誤性的信理，甚至對其目的的某些方面達成共識，承認
在某些情況下，需要一種個人履行的訓導權，這是由於基督徒的合一是在真理和
愛中的合一”。文件承認，儘管作出了這些澄清，“對於不可錯誤性與福音居首
位的關係、整個教會的不可缺失性、主教集體領導權的履行，以及接收的必要性，
對話仍表達出不安”。

促進修和教會的職務
許多神學對話都承認，“一種普世層面的首席地位是必要的”。提到宗徒傳統，
一些對話認為，從教會的起源開始，基督信仰就建基於依照特定順序居主要地位
的宗徒任所，羅馬任所曾居首位”。另一些對話則強調，在教會生活各層面的首
席地位與共議性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另一個更具務實性的贊同論點，著眼
於全球化的當代環境和傳教需求。

⋯⋯

資料：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4-06/bishop-rome-servant-unity.html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4-06/bishop-rome-servant-unity.html


首席權與共議性
文件確定了在21世紀履行首席權的一些原則：“第一個普遍共識是，在教會的各個層
面，首席地位與共議精神彼此相依，因此需要在共議的環境下履行首席權”。另一個
共識關係到以下銜接，即“基於所有受洗者信仰意識的‘團體’維度；首先在主教集
體領導中表達的‘集體’維度；以及首席地位職能所表達的‘個人’維度”。
在許多對話中強調，“需要在地區和普世層面首席權的行使之間保持平衡，並指出在
基督徒共融的多數情況中，對於行使首席權，以及傳教活動而言，地區層面最為顯
著”。文件邀請依照古代宗主教領導的教會模式實行權力下放。隨後強調了輔助原則
的重要性：“任何一個在低層能夠適當處理的問題都無須呈報給高層”。一些對話運
用這一原則來確定一種與天主教會“異中求同”的可接受模式。

實用建議
第一項建議是，天主教會應對梵蒂岡第一屆會議的訓導作出新的解釋。
另外，還建議更明確地區分羅馬主教的不同職責，“尤其是他在西方教會內的宗主教職
務和他在教會共融中合一的首要職責”。此外，希望更加強調教宗在他的特定教會，即
羅馬教區履行的職務。
第三項建議涉及在天主教會內同道偕行的發展。具體而言，建議“進一步思考國家和地
區天主教主教團的權力、它們與世界主教會議，以及與羅馬聖座的關係。在普世層面，
強調需要讓全體天主子民更好地參與同道偕行的進程”。最後，也是最後一項建議，是
關於“通過世界級的各教會領袖之間的定期會晤“促進‘和解的共融’”。
資料：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4-06/bishop-rome-servant-unity.html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24-06/bishop-rome-servant-unity.html


《天主教教理》

882   教宗──羅馬主教和聖伯多祿的繼位者，「是主教們和信友群眾的一個永久而可
見的統一中心和基礎」(1)。「事實上，羅馬教宗，以基督代表及整個教會司牧的
職務名義，對教會有完全的、最高的、普遍的權力，能時常自由地使用」(2)。

(1)LG23.
(2)LG22；參閱CD2;9.

1559「一個人基於主教的祝聖禮，並藉與主教團的首領及其他團員的聖統共融，成
為主教團的一分子」(1)。主教聖秩的集體本質(collegial nature)和特性，尤其在
教會古代的習慣中表現出來，即在祝聖一位新主教時，請來多位主教參與祝聖
(2)。今日，為合法地祝聖一位主教，需要羅馬主教的特殊參與，因為他是所有
個別教會在唯一教會內共融之最高、有形可見的聯繫，同時，他又是它們自由
的保証。 

(1)LG 22
(2)參閱LG 22











































聖伯多祿大殿



受到宮廷儀式影響，
教會禮儀也變得宮廷化





羅馬城外聖保祿大殿 (4, 6及13世紀)



















June 29 2023 Holy Mass on 
the Solemnity of Sts. Peter 
and Paul Apostles | Pope 
Francis
https://youtu.be/_DdHSgPPsY0?si
=OHVbQLddg28knArh

https://youtu.be/_DdHSgPPsY0?si=OHVbQLddg28knArh
https://youtu.be/_DdHSgPPsY0?si=OHVbQLddg28knArh


1. 排列經文

2. 重點意義

3. 欣賞和祈禱

4. 用宣讀技巧表達

道賞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 
（節㈰）
守㊰感恩㉀

（於6㈪28㈰，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
第㆒晚禱前後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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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一 宗 3:1-10
答唱詠   詠 19:2-3, 4-5
讀經二 迦 1:11-20
福音 若 21:15-19

圖： https://www.athoniteusa.com/products/holy-apostles-peter-and-paul 

重溫：
1. 欣賞常年期第十三主日 乙年讀經

https://youtu.be/IQUij-vCG4Y?si=QuLYl3doBvvk0QxB 

https://www.athoniteusa.com/products/holy-apostles-peter-and-paul
https://youtu.be/IQUij-vCG4Y?si=QuLYl3doBvvk0QxB


進堂詠

㆖主，伯多祿㊪徒，及外邦㆟的導師保祿，
將你的法律，傳報給我們了。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守㊰感恩㉀

（於6月28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第一晚禱前後舉行）



集禱經

㆖主，我們的㆝主，
你藉聖伯多祿和聖保祿的宣講，賜給你
教會信仰的初果，

求你也因這兩位聖㊪徒的轉求，助佑我
們獲得永恆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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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守㊰感恩㉀

（於6月28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第一晚禱前後舉行）

2024年6月修訂中譯
圖：https://www.monasteryicons.com/product/ss-peter-and-paul-icon-753/icons-of-saints 

https://www.monasteryicons.com/product/ss-peter-and-paul-icon-753/icons-of-saints




思高聖經：《㊪徒大事錄》引言

《㊪徒大事錄》是第㆔部《福音》的續編（1:1-3）。它在《新約全書》內居於《福音》與
《保祿書信》之間，實合乎本書的內容，因為本書是全部《福音》的繼續，也是保祿書信
最詳細的緒論。

本書作者無疑是第㆔部《福音》的作者路加，這不但是教會最古的傳授，而且也可由本書
的內容得到證明，因為在16:10-17; 20:5-15; 21:1-18; 27:1-28:16等處，作者常用複數第㆒㆟稱，
說明他是保祿的旅伴和弟子。但是在保祿的旅伴和弟子㆗，從16:10開始，直到本書末，常
伴隨保祿的，祇㈲路加㆒㆟。此外，若將本書的思想、文筆，尤其㊩㈻辭彙（如3:7; 
4:17,22; 9:18等處）和第㆔《福音》作㆒比較，亦可看出兩書的作者應同為㆒㆟，即保祿所
稱「親愛的㊩生路加」（哥4:14）。關於路加生平，參閱《路加福音》引言。

本書㆒如第㆔《福音》，雖然題㈴是獻給德敖斐羅的，但是，㊢作的對象是由外教歸化的
信友，其目的是敘述聖神在初興教會內，藉㊪徒們所行所教的事，來堅固他們的信德。

㉃於本書的㊢作時期與㆞點，不見於初興教會的口傳；但從本書的內容，可知它當成於第
㆔《福音》以後，及公元70年以前，因為本書內沒㈲耶京毀滅的暗示。作者㊢到保祿在羅
馬被囚兩年後，突然擱筆，未再繼續記載其餘的事跡。聖熱羅尼莫已從這樣的結束，斷定
本書就在此時，即公元63㉃64年間，於羅馬㊢成。這㆒論斷很為可取。

⋯⋯



⋯⋯

就本書的希臘文來說，㆒如第㆔《福音》，堪稱佳作，尤其它的序言及13章後的行文，更為
典雅。本書實為㆒部㆖乘的史書：作者對他本㆟未曾親身經歷的事，必詳查細考；所用史
料或得㉂口授，或取㉂文獻，都是足㈾憑信的。

本書可分為前後兩編：
前編（1-12章）可視為《伯多祿事錄》，後編（13-28章）可稱為《保祿事錄》。
前編：作者首先記述教會在耶京的發展史（1:12-8:3），其次在猶太和撒瑪黎雅（8:4-11:18），

最後在安提約基雅的發展狀況（11:19-12:25）。
後編：敘述保祿㆔次傳教行程，以㊪徒在耶京被捕，由凱撒勒雅解往羅馬作結。

本書因為是記述聖教會在聖神不停指引㆘的發展史，為此㈮口聖若望早已稱本書為「聖神
的福音」，這㈴稱也實在㈴實相副。

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
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極，為我作證㆟。（㊪1:8）



恭讀㊪徒大事錄 3:1-10

那時候，伯多祿和若望在祈禱的時辰，即第
㈨時辰，㆖聖殿去。

㈲㆒個從母胎㆗就瘸腿的㆟；
每㆝㈲㆟抬他來，放在㈴叫麗門的殿門前，
好向進聖殿的㆟求施捨。
這㆟看見伯多祿和若望要進入聖殿，便求他
們施捨。

伯多祿和若望定睛㊟視著這㆟，說：
「你看我們！」
這㆟就㊟視伯多祿及若望，希望得點什麼。
⋯⋯

讀經㆒（把我所㈲的給你：因耶穌基督的㈴字，你起來行走吧！）

圖：https://www.mikemasonbooks.com/the-beautiful-gate-chapter-40-of-jesus-his-story-in-stone/ 及 https://www.pinterest.com/pin/23587609921167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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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kemasonbooks.com/the-beautiful-gate-chapter-40-of-jesus-his-story-in-stone/
https://www.pinterest.com/pin/235876099211674912/


⋯⋯
伯多祿卻說：
「銀子和㈮子，我都沒㈲；但把我所㈲的給你：
因納匝肋㆟耶穌基督的㈴字，你起來行走吧！」

於是，伯多祿握住他的㊨手，拉他起來；
他的腳和踝骨，就立即強壯㈲力，跳起來，能
站立行走，並同伯多祿及若望，進入聖殿，隨
走隨跳，讚美㆝主。
眾百姓也都看見他行走和讚美㆝主。
眾㆟㆒認出他就是那坐在聖殿麗門前，求施捨
的㆟，就對他所遇到的事，滿懷驚訝詫異。
——㆖主的話。

圖：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media/video/2011-10-0044-peter-and-john-heal-a-man-crippled-since-birth?lang=eng  及 https://image.slideserve.com/1315846/slide8-l.jpg 

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media/video/2011-10-0044-peter-and-john-heal-a-man-crippled-since-birth?lang=eng
https://image.slideserve.com/1315846/slide8-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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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19:2-3, 4-5

【答】：它們的聲音傳遍普世。（詠19:5）

領：高㆝陳述㆝主的光榮，
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
㈰與㈰侃侃而談，
㊰與㊰知識相傳。【答】

領：不是語，也不是言，
是聽不到的語言；
它們的聲音傳遍普世，
它們的言語達於㆞極。【答】

圖：https://store.ancientfaith.com/creation-of-light-medium-icon/ 

https://store.ancientfaith.com/creation-of-light-medium-icon/


詠19(18) 讚主頌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守夜彌撒答唱詠

1 達味詩歌，交與樂官。
2 高㆝陳述㆝主的光榮，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
3 ㈰與㈰侃侃而談，㊰與㊰知識相傳。
4 不是語，也不是言，是聽不到的語言；
5 它們的聲音傳遍普世，它們的言語達於㆞極。

由觀察萬物
讚美天主
（ELOHIM）

諸天讚美天主

㆝主在㆝為太陽設置了帷帳，
6 它活像新郎㆒樣走出了洞房，又像壯士㆒樣欣然就道奔放。
7 由㆝這邊出現，往㆝那邊旋轉，沒㈲㆒物可以避免它的熱燄。

太陽的軌道

8 ㆖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暢快㆟靈；㆖主的約章是忠誠的，能開啟愚蒙；
9 ㆖主的規誡是正直的，能悅樂心情；㆖主的命令是光明的，能燭照眼睛；
10㆖主的訓誨是純潔的，永遠常存；㆖主的判斷是真實的，無不公允；
11比黃㈮，比極純的黃㈮更可愛戀；比蜂蜜，比蜂巢的流汁更要甘甜。

求主可憐：
上主
（YHWH）
以完備無缺
的法律光照
世人

讚頌法律

12你僕㆟雖留心這㆒切，竭盡全力遵守這㆒切，
13但誰能認出㉂己的㆒切過犯？求你赦免我未覺察到的罪愆。
14更求你使你僕㆟免於㉂負，求你不要讓驕傲把我佔㈲；如此我將成為完㆟，

重大罪惡免污我身。

默想上主法律
的價值；懇求
上主寬赦過犯
和罪愆

15㆖主，我的磐石，我的救主！願我口㆗的話，並願我心㆗的思慮，常在你前
蒙受悅納！

熱切短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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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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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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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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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㆓（從母胎㆗，㆝主已選拔我。）

恭讀聖保祿㊪徒致迦拉達㆟書 1:11-20

弟兄姊妹們：

我告訴你們，我所宣講的福音，並不是由㆟
而來的，
因為，這不是我由㆟而得來的，也不是由㆟
㈻來的，而是由耶穌基督所啟示的。

你們㆒定聽說過，我從前尚在猶太教㆗的行
動：
我怎樣激烈㆞，迫害過㆝主的教會，竭力想把
她消滅；
我在猶太教㆗，比我本族許多同年的㆟，更
為急進，對我祖先的傳授，更富於熱忱。
⋯⋯

圖：https://www.orthodoxchristiansupply.com/products/sts-peter-and-paul-4 

https://www.orthodoxchristiansupply.com/products/sts-peter-and-paul-4


⋯⋯
但是，從母胎㆗已選拔我，以恩寵召叫我的
㆝主，卻決意將他的聖子，啟示給我，叫我
在外邦㆟㆗傳揚他。

我當時沒㈲與任何㆟商量，也沒㈲㆖耶路撒
冷，去見那些在我以前作㊪徒的㆟。

我立即去了阿拉伯，然後又回到了大馬士革。

此後，過了㆔年，我才㆖耶路撒冷，去拜見
刻法，在他那裡逗留了㈩㈤㆝；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我沒㈲看見別的㊪徒。

我給你們㊢的，都是真的，我在㆝主前作證，
我決沒㈲說謊。——㆖主的話。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8-pauls-journey-to-damascus942/sauls-early-life/  及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8-pauls-journey-to-damascus942/the-beginning-of-pauls-ministry/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8-pauls-journey-to-damascus942/sauls-early-life/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biblejourney1/8-pauls-journey-to-damascus942/the-beginning-of-pauls-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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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啊！㆒切你都知道，你曉得我愛你。
（若21:17）

眾：亞肋路亞。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守㊰感恩㉀

（於6月28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第一晚禱前後舉行）



思高聖經：《若望福音》引言

關於第㆕部《福音》的作者若望的生平，我們知道得比前㆔聖史較為詳盡。

若望是加里肋亞㆟，大概生於貝㈵賽達村，家庭相當富㈲；父㈴載伯德，母㈴撒羅默，㉂幼操
漁業為生，心㆞坦白虔誠。跟隨耶穌以前，曾作過洗者若翰的門徒（若1:35-39）。他和他的哥哥
長雅各伯，同時蒙耶穌召為㊪徒（瑪4:21,22），因兄弟㆓㆟性情暴燥，耶穌給他們起㈴叫「雷霆
之子」（谷3:17）。㉂從他蒙召為徒以後，始終跟隨了耶穌，直到加爾瓦略山㆖，在那裏臨死的
耶穌將㉂己的童貞母親，托付給了這位童貞門徒（若19:26,27）。耶穌升㆝後，他先在耶路撒冷
（㊪3:1-4:31），後在撒瑪黎雅（㊪8:14-25）宣講福音。

㉂古相傳，聖母逝世後，他去了厄弗所，在那裏住了很久。羅馬皇帝多米仙在位時（81-96年），
他曾被解送㉃羅馬，為主受過油鍋煎熬的酷刑，然而毫髮未損；後被流配㉃帕㈵摩島（默1:9）。
乃爾瓦皇帝在位時（96-98年），獲赦重回厄弗所。於㈵辣雅諾皇帝（98-117年）在位第㈥年（104年）
平安去世，享壽約百歲。聖教會每年12㈪27㈰慶㈷他的瞻禮。

若望是第㆕部《福音》的作者，不但可由極古老的傳說證明，而且也可由《若望福音》的內容
證明。作者雖然由於謙遜，從未提及㉂己的姓㈴，也未明言㉂己是㊪徒；但從本書內容可證明
他確是耶穌的門徒，且是「耶穌所愛的門徒」（21:20-24）。由前㆔《福音》得知耶穌共㈲㆔位愛
徒：伯多祿、長雅各伯與若望㆔㆟（谷5:37; 9:2; 14:33）。我們確知本《福音》的作者不能是伯多祿，
因為伯多祿在本書內顯然與作者㈲別（13:23; 20:2; 21:7,20）；也不能是長雅各伯，因為他已於43年
為主殉道（㊪12:2）；所以本書的作者，祇能是㊪徒若望。他大概在㊢了《默示錄》後，於公元
100年㊧㊨，在小亞細亞 厄弗所城編著了本《福音》。⋯⋯



⋯⋯
㉃於編著的目的，作者已明言：「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主子，並使
你們信的㆟，賴他的㈴得㈲生命。」（20:31）因為在第㆒世紀末葉，㈲些邪教徒否認耶穌是㆝
主子，若望為堅固信友的信德，並為防止信友陷於這種異端，遂在本書序言內，即刻申明㆝主
子耶穌的先存性，和降生成㆟的奧跡（1:1-14）。他為證明耶穌的㆝主性，㈵別着重洗者若翰、
㈩㆓位㊪徒及耶穌㉂己的證言，故很少記載耶穌所行的奇跡。

此外，若望也並無意重述前㆔《福音》已記述的事，所以他祇補充了前㆔《福音》所未記載的
事，㈵別是耶穌在耶京㆒帶傳教時所發生的事跡，和所講的言論。

本書固然是㆒部史書，但卻另具㈲㆒種㈵殊的風格，蘊藏着深奧的意義與玄妙的神㈻，因此，
本書在古時，就㈲「神性的福音」的雅號。

本書先以序言開端，這序言可說是全部福音的前奏（1:1-18），
然後在第㆒部分內，敘述耶穌如何將㉂己顯示給世㆟（1:19-12:50）；
在第㆓部分內，敘述耶穌如何將㉂己顯示給㊪徒（13-17章），以及藉苦難聖死和復活，受到光
榮而返回父懷等事（18-20章）；
最後用㆒篇附錄，以耶穌賦給伯多祿統轄全聖教會的元首職權總結全書（21章）。



加納
・

若1章 序言：在起初已有聖言⋯⋯
若翰否認自己是默西亞（約旦河對岸伯達尼）、
第二天若翰作證、若翰兩門徒及西滿跟隨耶穌、
第二天斐理伯及納塔乃耳跟隨耶穌（加里肋亞）

2:1-12 第三天加納婚宴（神蹟1）
2:13-25 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潔淨聖殿
3:1-21 與尼苛德摩論重生（橄欖山？）
3:22-34 若翰在猶太（艾農）重申自己是耶穌的前驅
4:1-45 從猶太往加里肋亞，途經撒瑪黎雅息哈爾，在雅各伯井旁

與一位撒瑪黎雅婦人論活水，期後到加里肋亞
4:46-54 在加納治好葛法翁王臣的兒子（神蹟2）
5:1-47 在耶路撒冷羊門（貝特匝達）治好癱子（神蹟3）
6章 逾越節近了，在加里肋亞海對岸增餅（神蹟4）、步行海

面（神蹟5）、在葛法翁會堂論生命之糧
7:1-53 在耶路撒冷及聖殿過慶節（帳棚節）
8:1-11 在橄欖山及聖殿寬恕淫婦
8:12-59 論照世真光
9:1-41 在耶路撒冷，叫胎生瞎子到史羅亞池得醫治（神蹟6）
10:1-21 論善牧
10:22-39 在耶路撒冷過重建節，徘徊於聖殿撒羅滿廊論天主子
10:40-42 避往約但河若翰先前施洗的地方
11:1-44 到伯達尼復活拉匝祿（神蹟7）
11:45-57 避往厄弗辣因，準備上耶路撒冷
12:1-10 伯達尼晚宴，瑪利亞以香液敷抹耶穌的腳
12:12-33 騎驢榮進耶路撒冷，麥子喻
13—17章 逾越節慶日前與門徒晚餐、洗腳、臨別贈言
18—20章 受難、死亡、復活
21章(附錄) 加里肋亞海（提庇黎雅海）邊顯現

光榮之書

*

*

*

*

*
*



福音（你餵養我的羔羊；你牧放我的羊群。）

恭讀聖若望福音 21:15-19

那時候，耶穌顯現給他的門徒；

當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滿伯多祿說：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

伯多祿回答說：
「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就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羔羊。」

耶穌第㆓次又問伯多祿說：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
伯多祿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就對他說：「你牧放我的羊群。」

則34
若10
瑪18:12-13
路15:3-7

圖：https://9gag.com/gag/a7EW6ML 及
http://biblestudysociety.com/holylandinfo/church-of-the-primacy-of-st-peter-
%E4%BC%AF%E5%A4%9A%E7%A5%BF%E5%85%83%E9%A6%96%E5%A0%82/ 

https://9gag.com/gag/a7EW6ML
http://biblestudysociety.com/holylandinfo/church-of-the-primacy-of-st-peter-%E4%BC%AF%E5%A4%9A%E7%A5%BF%E5%85%83%E9%A6%96%E5%A0%82/
http://biblestudysociety.com/holylandinfo/church-of-the-primacy-of-st-peter-%E4%BC%AF%E5%A4%9A%E7%A5%BF%E5%85%83%E9%A6%96%E5%A0%82/


⋯⋯
耶穌第㆔次問伯多祿說：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
伯多祿因耶穌第㆔次問他說：「你愛我嗎？」
便憂愁起來，於是向耶穌說：
「主啊！㆒切你都知道，你曉得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羊群。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你年少時，㉂己束㆖腰，任意往來；
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要給你束
㆖腰，帶你到你不願意去的㆞方。」
耶穌說這話，是指伯多祿將以怎樣的死，去
光榮㆝主。
說完這話，耶穌又對伯多祿說：「跟隨我吧！」
——㆖主的話。

【長式】

聖伯多祿受十字架刑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繪，
梵蒂岡保祿小堂(Cappella Paolina)

圖： https://globalworship.tumblr.com/post/142971501190/jesus-as-good-shepherd-in-non-asian-art 及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santuari/06spietro.html 

https://globalworship.tumblr.com/post/142971501190/jesus-as-good-shepherd-in-non-asian-art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santuari/06spie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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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經

㆖主，
我們在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兩位㊪徒的節㈰，
向你獻㆖禮品。

我們無功可恃，但求你仁慈垂顧，賜給我
們救恩。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守㊰感恩㉀

（於6月28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第一晚禱前後舉行）

2024年6月修訂中譯





頌謝詞（伯多祿及保祿在教會內的雙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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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因你㆖智的安排，我們充滿喜樂，慶㈷聖伯多
祿及聖保祿兩位㊪徒的節㈰。

伯多祿率先明認對基督的信仰，並藉以色列的遺民，
建立了初期教會。

保祿則清晰㆞宣講信仰的真義，被召喚作萬民的導師。

如此，伯多祿和保祿各以不同的方式，聚集基督的教
會，成為㆒家。

現在，他們同受普世的尊敬，獲得同樣的冠冕。

為此，我們隨同所㈲聖㆟和㆝使，歌頌你，讚美你，
不停㆞歡㈺：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2024年6月修訂中譯 圖：https://www.orthodoxchristiansupply.com/products/sts-peter-and-paul-4 

https://www.orthodoxchristiansupply.com/products/sts-peter-and-paul-4


領主詠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
主啊！㆒切你都知道，你曉得我愛你。
（若21:15,17）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守㊰感恩㉀

（於6月28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第一晚禱前後舉行）



領主後經

㆖主，
你以㊪徒的教誨，光照你信眾的心靈；

求你藉㆝㆖的聖事，堅強你的信眾。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守㊰感恩㉀

（於6月28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第一晚禱前後舉行）

2024年6月修訂中譯

他們專心聽取㊪徒的訓誨，
時常團聚，擘餅，祈禱。因
為㊪徒顯了許多奇跡異事，
每㆟都懷着敬畏之情。凡信
了的㆟，常齊集㆒處，㆒切
所㈲皆歸公用。（㊪2: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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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會眾伸手）

主㉀：聖伯多祿曾宣認使㆟得救的信仰。
願全能的㆝主，降福你們，把你們奠定於教會堅固的信德之㆖。

會眾：亞孟。

主㉀：㆝主藉聖保祿孜孜不倦的宣講，教導眾㆟。
願㆝主以聖保祿㊪徒的榜樣，激勵你們，去引領更多兄弟姊妹歸向基督。

會眾：亞孟。

主㉀：伯多祿殉道於㈩字架㆖；保祿殉道於劍㆘；他們都已得到了㆝國的賞報。
願伯多祿手㆗的㆝國鑰匙、保祿所宣講的福音，以及他們的㈹禱，引領你
們進入㆝國永福。

會眾：亞孟。

主㉀：願全能㆝主，聖父、聖子X、聖神降福你們。
會眾：亞孟。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2024年6月修訂中譯



1. 排列經文

2. 重點意義

3. 欣賞和祈禱

4. 用宣讀技巧表達

道賞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 
（節㈰）
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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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一 宗 12:1-11
答唱詠   詠 34:2-3, 4-5, 6-7, 8-9
讀經二 弟後 4:6-8, 16-18
福音 瑪 16:13-19

圖： https://www.athoniteusa.com/products/holy-apostles-peter-and-paul 

https://www.athoniteusa.com/products/holy-apostles-peter-and-paul


進堂詠

兩位㊪徒在世時，用㉂己的血，建立了教會；
他們飲了㆖主的爵杯，成了㆝主的朋友。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當㈰感恩㉀



集禱經

㆝主，
你恩賜我們今㆝歡欣慶㈷聖伯多祿和聖保
祿㊪徒的節㈰。

你的教會首先由他們接受了信仰；
求你恩賜我們在㆒切事㆖，都能遵從㊪徒
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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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當㈰感恩㉀

2024年6月已檢視
圖：https://dansellvs.live/product_details/450618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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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聖經：《㊪徒大事錄》引言

《㊪徒大事錄》是第㆔部《福音》的續編（1:1-3）。它在《新約全書》內居於《福音》與
《保祿書信》之間，實合乎本書的內容，因為本書是全部《福音》的繼續，也是保祿書信
最詳細的緒論。

本書作者無疑是第㆔部《福音》的作者路加，這不但是教會最古的傳授，而且也可由本書
的內容得到證明，因為在16:10-17; 20:5-15; 21:1-18; 27:1-28:16等處，作者常用複數第㆒㆟稱，
說明他是保祿的旅伴和弟子。但是在保祿的旅伴和弟子㆗，從16:10開始，直到本書末，常
伴隨保祿的，祇㈲路加㆒㆟。此外，若將本書的思想、文筆，尤其㊩㈻辭彙（如3:7; 
4:17,22; 9:18等處）和第㆔《福音》作㆒比較，亦可看出兩書的作者應同為㆒㆟，即保祿所
稱「親愛的㊩生路加」（哥4:14）。關於路加生平，參閱《路加福音》引言。

本書㆒如第㆔《福音》，雖然題㈴是獻給德敖斐羅的，但是，㊢作的對象是由外教歸化的
信友，其目的是敘述聖神在初興教會內，藉㊪徒們所行所教的事，來堅固他們的信德。

㉃於本書的㊢作時期與㆞點，不見於初興教會的口傳；但從本書的內容，可知它當成於第
㆔《福音》以後，及公元70年以前，因為本書內沒㈲耶京毀滅的暗示。作者㊢到保祿在羅
馬被囚兩年後，突然擱筆，未再繼續記載其餘的事跡。聖熱羅尼莫已從這樣的結束，斷定
本書就在此時，即公元63㉃64年間，於羅馬㊢成。這㆒論斷很為可取。

⋯⋯



⋯⋯

就本書的希臘文來說，㆒如第㆔《福音》，堪稱佳作，尤其它的序言及13章後的行文，更為
典雅。本書實為㆒部㆖乘的史書：作者對他本㆟未曾親身經歷的事，必詳查細考；所用史
料或得㉂口授，或取㉂文獻，都是足㈾憑信的。

本書可分為前後兩編：
前編（1-12章）可視為《伯多祿事錄》，後編（13-28章）可稱為《保祿事錄》。
前編：作者首先記述教會在耶京的發展史（1:12-8:3），其次在猶太和撒瑪黎雅（8:4-11:18），

最後在安提約基雅的發展狀況（11:19-12:25）。
後編：敘述保祿㆔次傳教行程，以㊪徒在耶京被捕，由凱撒勒雅解往羅馬作結。

本書因為是記述聖教會在聖神不停指引㆘的發展史，為此㈮口聖若望早已稱本書為「聖神
的福音」，這㈴稱也實在㈴實相副。

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
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極，為我作證㆟。（㊪1:8）



恭讀㊪徒大事錄 12:1-11

那時候，黑落德已㆘手磨難教會㆗的㆒些㆟，用
劍殺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伯。

黑落德㆒看到猶太㆟喜歡，便命㆟連伯多祿也加
以拘捕。

當時正值無酵節㈰；他們把伯多祿逮捕後，就押
在㈼獄裡，交由㆕班兵士——每班㆕㆟——看守；
打算在逾越節後，帶到百姓面前。

伯多祿就被看管在㈼獄裡，而教會也為他向㆝主
懇切祈禱。

及㉃黑落德將要提審伯多祿的時候，那㆒㊰，伯
多祿被兩道鎖鏈縛著，睡在兩個士兵當㆗；門前
還㈲衛兵把守㈼獄。⋯⋯

讀經㆒（現在，我實在知道：主派遣了他的㆝使，來救我脫免黑落德的手。）

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eration_of_Peter#/media/File:Apostle_Peter_Released_fro
m_Prison,_Jacopo_di_Cione,_1370-1371_(Philadelphia_Museum_of_Art).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eration_of_Pet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eration_of_Peter


⋯⋯
忽然，主的㆒位㆝使顯現；
㈲㆒道光，照亮了房間；
㆝使拍著伯多祿的肋膀，喚醒他說：「快
快起來！」鎖鏈於是從他手㆖，脫落了。

㆝使向伯多祿說：「束㆖腰，穿㆖你的
鞋！」伯多祿都照辦了。

㆝使吩咐伯多祿說：「披㆖你的外氅，跟
我來吧！」
他就出來跟著走，還不知道㆝使所做的，
是真實的，只想是見了異像。

他們經過第㆒道崗，又第㆓道，來到通往
城裡的鐵門前，鐵門就㉂動給他們開了；
他們便出去，往前走了㆒條街；
忽然，㆝使離開伯多祿，不見了。⋯⋯

圖：https://faithlife.com/posts/2201064 

https://faithlife.com/posts/2201064


⋯⋯
伯多祿這才清醒過來，說：
「現在，我實在知道：
主派遣了他的㆝使，來救我脫免黑落德的
手，及猶太㆟民所希望的事。」

他既明白過來，就往若望――號稱馬爾谷――的母親瑪利亞
的家去，在那裏㈲好些㆟聚集祈禱。
他敲大門的時候，㈲㆒個㈴叫洛德的使㊛過來聽。她㆒認出
是伯多祿的聲音，喜的沒㈲開門，就跑進去報告說：伯多祿
站在大門前。他們都對她說：「你瘋了！」她卻堅持說：實
在是這樣。
他們反說：「是他的㆝使。」伯多祿還不住的敲門；他們㆒
開門，看見是他，都驚呆了。
伯多祿擺手叫他們不要作聲，遂給他們述說㆖主怎樣領他出
了㈼獄，且說：「你們要把這些事報告給雅各伯和弟兄們。」
他便出去，往別的㆞方去了。（㊪12:12-17）

——㆖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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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34:2-3, 4-5, 6-7, 8-9

【答】：㆖主由我所受的㆒切驚惶㆗，將我救出。（詠34:5）

領：我要時時讚美㆖主；我的口舌不斷讚頌㆖主。
願我的心靈，因㆖主而㉂豪。
願謙卑的㆟聽到，也都歡喜雀躍。【答】

領：請你們同我㆒起讚揚㆖主，讓我們齊聲頌揚他的㈴字。
我尋求了㆖主，他俯聽了我的祈求：
由我所受的㆒切驚惶㆗，將我救出。【答】 

領：你們瞻仰他，要喜形於色；
你們的面容，絕不會羞愧。
卑微㆟㆒㈺號，㆖主立即俯允，並且救拔他，脫離㆒切艱辛。【答】

領：在那敬畏㆖主的㆟㆕周，㈲㆖主的㆝使紮營護守。
請你們體驗，請你們觀看：㆖主是何等和藹慈祥！
投奔他的㆟，真是㈲福。【答】

(Ps 34:9a) Taste and see the goodness of the Lord.  (New American Bible)

2024年6月修定



2  我必要時時讚美㆖主，對他的讚頌常在我口；
3  願我的心靈因㆖主而㉂豪，願謙卑的㆟聽到也都喜躍。
4  請你們同我㆒起讚揚㆖主，讓我們齊聲頌揚他的㈴字。

5  我尋求了㆖主，他聽了我的祈求：由我受的㆒切驚惶㆗，將我救出。
6  你們瞻仰他，要喜形於色，你們的面容，絕不會羞愧。
7  卑微㆟㆒㈺號，㆖主立即俯允，並且救拔他出離㆒切的苦辛。
8  在那敬畏㆖主的㆟㆕周，㈲㆖主的㆝使紮營護守。
9    請你們體驗，請你們觀看：㆖主是何等的和藹慈善！投奔他的必獲真福永歡。
10  ㆖主的聖民，你們該敬畏㆖主，因敬畏他的㆟，不會受到窮苦。
11 富貴的㆟竟成了赤貧，忍飢受餓，尋求㆖主的㆟，卻不缺任何福樂。

12  孩子們，你們前來聽我指教，我要教你們敬畏㆖主之道。
13  誰是愛好長久生活的㆟？誰是渴望長壽享福的㆟？
14  就應謹守口舌，不說壞話，克制嘴唇，不言欺詐；
15  躲避罪惡，努力行善，尋求和平，追隨陪伴。
16  因為㆖主的雙目垂顧正義的㆟，㆖主的兩耳聽他們的哀聲。
17  ㆖主的威容敵視作惡的㆟民，要把他們的紀念由世㆖滅盡。
18  義㆟㆒㈺號，㆖主立即俯允，拯救他們出離㆒切的苦辛。
19  ㆖主親近心靈破碎的㆟，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
20  義㆟的災難雖多，㆖主卻救他免禍；
21  把他的㆒切骨骸保全，連㆒根也不容許折斷。
22  邪惡為惡㆟招來死亡，憎恨義㆟者應該補償。
23  ㆖主救助他僕㆟的生命，凡投奔他的必不受處刑。

詠34(33)
1達味在阿彼默肋客前佯狂，被逐逃走時作。

以下22節，是按希伯來文字母編成的字母詩、
謝恩歌，也是訓誨詩。重點是以民如何因著
盟約成為得天獨厚的民族。

聖奧思定：本聖詠的話是吾主耶穌邀請世人
同去讚美天主的話。

教會自古以第9節貼合在聖體聖事上。見伯前
2:1-3「所以你們應放棄各種邪惡，各種欺詐、
虛偽、嫉妒和各種誹謗，應如初生的嬰兒貪
求屬靈性的純奶，為使你們靠着它生長，以
致得救；何況你們已嘗到了『主是何等的甘
飴』」。

34:2-3; 4-5; 6-7; 8-9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乙年
及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
當日彌撒）

34:2-3; 10-11,12,13-15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乙年）
34:2-3; 16-17; 18-19; 20-21（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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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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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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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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祿在依科尼雍講道，險遭猶太人的陰
謀，逃往呂斯特辣。



在呂斯特辣有一個人，患軟腳病…這
人聽保祿講道；保祿注目看他，見他
有信心，可得痊癒，便大聲說道：
「直直地站起來！」這人遂跳起來行
走。群眾看見保祿所行的，就大聲用
呂考尼雅話說：「神取了人形，降到
我們這裏了!」他們遂稱巴爾納伯為則
烏斯，稱保祿為赫爾默斯…          

(參宗14:8-12)



則烏斯(即宙斯)
是希臘神話中的
眾神之神，他風
流韻事，在神話
故事中，多描寫
他的情史。



赫爾默斯(即墨
丘利)是宙斯與
女神邁亞生的兒
子。他為宙斯傳
消息，及完成宙
斯委派的任務。



巴爾納伯和保祿宗徒聽說這事，就撕裂
了自己的衣服，跑到群眾中，喊著，說
道：「人哪！你們這是作什麼﹖我們也
是人啊！與你們有同樣的性情；我們只
是給你們傳揚福音，為叫你們離開這些
虛無之物，歸依生活的天主，是他創造
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

(參宗14:14-15)



…說了這些話，纔算阻住了群眾，沒
有向他們獻祭。卻有些猶太人，…挑
唆群眾；群眾用石頭砸了保祿，以為

他死了，就把
他拉到城外。
  (參宗14: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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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些日子，保
祿向巴爾納伯說：
「我們要回去，
視察我們曾講過
主道的各城，看
看弟兄怎麼樣
了。」

(宗15:36)

保祿揀選息拉同行



宗16
1保祿來到了德爾貝和呂斯特辣。
在那裏有個門徒，名叫弟茂德，
是⼀個信主的猶太婦⼈的兒⼦，
⽗親卻是希臘⼈，

2在呂斯特辣及依科尼雍的弟兄們都稱揚他。
3保祿願意他隨自⼰同去，
為了那些地⽅的猶太⼈的緣故，
帶他去⾏了割損禮，
因為眾⼈都知道他的⽗親是希臘⼈。

4當他們經過各城時，就將宗徒和長老
在耶路撒冷所議定的規條，
交給他們遵守；

5於是各處教會信德穩固，
數目天天增加。

宗16

（Timothy, Timotheus），意思
是「敬畏天主的人」。
保祿宗徒傳教事業上的合作
人，曾經獲得保祿的兩封書
信，即弟前及弟後二書。
他原是呂斯特辣教會的熱心
青年教友，被推薦與保祿，
作為傳教的助手。他也的確
作了保祿第二及第三次遠行
傳教征途上的忠實伴侶（宗
16:1-5; 18:5; 19:22; 20:4等）。
他的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
希臘人，保祿曾托他管理及
調整得撒洛尼（得前3:2, 6）、
馬其頓（宗19:22）及格林多
教會的事務（格前4:17; 16:10; 
格後1:19）。
保祿第一次坐監時，弟茂德
未離左右（哥1:1; 斐1:1）。
後來有一個時期委托他在厄
弗所教會工作，使該處的教
會走上正規（弟前1:3）。但
不久之後又匆忙的將他召往
羅馬去陪伴孤獨的保祿（弟
後4:9-21）。弟茂德的出生地：呂斯特辣



息拉是當地耶路撒冷教
會弟兄們的領導人物，
保祿在會議中認識他。

以後，保祿在呂斯特辣收
弟茂德為徒。 (參宗16:1-3)



• 開庭審訊時，由於控告他的人沒有出
庭，因此，當局釋放了他，並取消了
控訴他的罪名。

• 保祿繼續向西走，由羅馬抵達西班牙
（羅15:24,28；羅馬聖克萊孟致格林多人書
5:5-7）（公元63-64年）（ 55-56歲）。

圖：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Map: Paul's Possible Mission to Spain (63 AD?, Romans 15:24, 28)

At any rate, there seems to be a firm 
Christian tradition that Paul was released 
for a time before his final execution. 
Eusebius, writing around 300 AD says:
"After pleading his cause, he is said to have been 
sent again upon the ministry of preaching."[454]

Jerome writes in 392 AD, that at the end of 
his first imprisonment,
"Paul was dismissed by Nero, that the gospel of 
Christ might be preached also in the West."[455]

[454]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22.2.：
http://www.documentacatholicaomnia.eu/03d/0265-
0339,_Eusebius_Caesariensis,_Church_History,_EN.pdf 
[455] Jerome, De Viris Illustribus (On Illustrious Men), 5. 
https://ccel.org/ccel/schaff/npnf203/npnf203/Page_363.html 

資料：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據聞保祿獲釋後到西班牙及東方傳教，最後在羅馬殉道
（55-60歲）（1/2）

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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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umentacatholicaomnia.eu/03d/0265-0339,_Eusebius_Caesariensis,_Church_History,_EN.pdf
http://www.documentacatholicaomnia.eu/03d/0265-0339,_Eusebius_Caesariensis,_Church_History,_EN.pdf
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https://ccel.org/ccel/schaff/npnf203/npnf203/Page_363.html
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相傳保祿獲釋後到西班牙傳教

保祿從西班牙回厄弗所巡視東方各教會



• 保祿重返東方（公元65-67）（57-59歲）
【弟前、鐸】

• 67或68年（59/60歲），火燒羅馬城後，
保祿再次被捕，解至羅馬，為主殉
道。 【弟後】

Map 28 Paul's 4th Missionary Journey

圖：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the-bible-journey/16-pauls-letters-to-timothy-in-ephesus-titus-in-crete/pauls-4th-missionary-journey/ 

As Christian tradition holds, Paul is 
executed by Nero following the great fire 
in Rome (64 AD), then Paul has at least 
two years unaccounted for, from 62 to 64 
AD, and perhaps more.

資料：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據聞保祿往西班牙之後，重返東方，最後在羅馬殉道（55-60歲）（2/2）

https://www.thebiblejourney.org/the-bible-journey/16-pauls-letters-to-timothy-in-ephesus-titus-in-crete/pauls-4th-missionary-journey/
http://www.jesuswalk.com/paul/10_prison.htm


弟茂德自保祿第二
次的傳教旅程起，
一直陪伴左右，且
「如兒子對侍父親
般」照顧保祿，是
保祿的愛徒。約
AD65，保祿將弟茂
德留在厄弗所，作

當地主教。 

保祿在厄弗所祝聖弟茂德為當地主教



保祿從厄弗所到希臘去，
在馬其頓致書給弟茂德，
再次勸導他 善盡職務，

管理教會。 



思高聖經：《弟茂德前後書》引言

《弟茂德前後書》與《弟鐸書》通常稱為「牧函」，因為這㆔封信是㊢給作神牧的，同時教
訓他們應怎樣管理教會和照顧㆟靈。㆔「牧函」㆗所含㈲的規勸，雖是保祿對㆒時㆒㆞的教
會光景所發的，但為萬世萬㈹，尤其對主教神父㈲其永恆的價值。再由㆔「牧函」㆗所述的
教會情形來看（弟前1:3：弟後4:12,20；鐸3:12），可知這㆔封書信是保祿晚年的作品，即㊢於公元
65㉃67年間。

弟茂德生於呂考尼雅省呂斯㈵辣城，母為猶太㆟，父為外邦㆟。大約在保祿第㆒次傳教道經
呂斯㈵辣時，他同母親和外祖母㆒同受洗進教（弟後1:5）。當保祿㆓次傳教道經該城時，聽
說他是㆒個熱心㈲為的青年，便收他為徒，作㉂己傳教的助手（㊪16:1-3）。從此時起（公元50
年），弟茂德幾乎常與保祿同行（見《㊪》及保祿各書信）。㉃公元65年，保祿巡視東方各
教會時，將弟茂德留在厄弗所，㈷聖他為當㆞的主教（弟前1:3；弟後1:6）。公元67年保祿㆓次
被囚於羅馬時，召他到羅馬受囑（弟後4:9,21）；弟茂德是否在保祿致命前來到了羅馬，我們不
得而知，傳說：保祿殉道後，他又返回厄弗所，於公元97年為主殉道而死。

……



思高聖經：《弟茂德前後書》引言

……

《弟前》大約是公元65年㊢於馬其頓（1:3）。依理而論，保祿離開厄弗所時，必曾指教過
弟茂德當怎樣管理教會，及㉃到了馬其頓，覺得仍㈲以書面指示他的必要，因此便㊢㆘了
這封書信。

本書因是師傅勸勉㉂己的愛徒的書信，所以處處洋溢着慈父的愛情與關懷。弟茂德因比較
年輕（4:12），實在需要他的勸導，使他在滿布艱難危險的東方教會㆗，善盡㉂己的崇高職
責。

本書因是真情的流露，所以沒㈲甚麼系統，今將其內容略述如㆘：

1章論應如何攻擊各種異端，為保存福音真道；
2章論當如何祈禱；
3章論當如何選立聖職㆟員；
4章論假㈻士的危害；
5章論當如何對待教會內各級㆟士；
6章各種勸言；最後勸勉弟茂德要妥善保管所受的寄托和㊪徒的傳授（弟後2:2）。
……



思高聖經：《弟茂德前後書》引言

……

《弟後》是保祿書信中最後的一封，因而可稱為宗徒的遺囑。由本書內容得知：保祿第二次
在羅馬被囚時，已覺到再沒有獲釋放的希望（4:6-8），身邊祇有路加一人（4:11），所以他甚
渴望自己的愛徒弟茂德也能在他的左右，遂寫下了這信，叫他急速前來羅馬（4:9,21）。但他
又怕死前不能見到自己的愛徒，所以把他最後要向弟茂德所說的話，寫在本書裏，勸他善盡
自己的職責。是以本書應是在公元66年寫於羅馬。

保祿在本書內將自己的心事，盡量表露於外，並將自己內心的痛苦，所受的災難，也一一告
知他的愛徒，希望他見到自己的榜樣，鼓起勇氣，為基督忍受一切。

本書敘事，沒有系統，祇是就事論事：

1章論傳福音應有的熱火與勇敢；

2章論基督徒當有的忍耐，並應避免爭辯與空談；

3章論未來的磨難及應如何堅持信仰；

4章論當如何宣講福音，應如何追隨他的榜樣。



丙年讀經二
1章 論傳福音應有的熱火與勇敢 弟後1:6-8,13-14 常年期

第二十七主日
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證
為恥。 

2章 論基督徒當有的忍耐，並應
避免爭辯與空談

弟後2:8-13 常年期
第二十八主日

如果我們堅忍到底，也
必與基督㆒同為王。 

3章 論未來的磨難及應如何堅持
信仰

弟後3:14-4:2 常年期
第二十九主日

聖經能使㆝主的㆟成全，
㊜合行各種善工。 

4章 論當如何宣講福音，應如何
追隨他的榜樣

弟後4:6-8,16-18 常年期
第三十主日
及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
當日彌撒讀經

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
備好了。 

弟茂得後書



讀經㆓（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好了。）

恭讀聖保祿㊪徒致弟茂德後書 4:6-8,16-18

親愛的：

我已被奠㉀，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
這場好仗，我已打完；
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
這信仰，我已保持了。

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好了，
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㆒㈰，必
要賞賜給我的；不但賞賜給我，
而且也賞賜給㆒切愛慕他顯現的㆟。
⋯⋯

圖：https://www.alamyimages.fr/monarchs-heads-of-state-and-other-dignitaries-attend-the-funeral-mass-for-the-late-pope-john-paul-ii-monarchs-heads-of-state-and-other-
dignitaries-attend-the-funeral-mass-for-the-late-pope-john-paul-ii-in-saint-peters-square-at-the-vatican-april-8-2005-a-simple-cypress-coffin-bearing-pope-john-pauls-body-was-carried-
out-of-st-peters-basilica-as-the-worlds-most-powerful-leaders-joined-an-ocean-of-humble-pilgrims-to-say-goodbye-on-friday-at-the-biggest-funeral-in-modern-times-reuters-yves-
herman-image380822710.html 



⋯⋯
在我初次過堂時，沒㈲㆟在我身旁；
眾㆟都離棄了我。
願㆝主不歸罪於他們！
但是，主卻在我㊧㊨，堅固了我，
使福音的宣講，藉著我而完成，
使㆒切外邦㆟，都能聽見；
我也從獅子口㆗，被救了出來。

主要救我脫離各種凶惡的事，
也要使我安全㆞進入他㆝㆖的國。

願光榮歸於他，於無窮世之世！阿們。
——㆖主的話。



614-615頁



福音前歡㈺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說：你是伯多祿（磐石）；
我要在這磐石㆖，建立我的教會；
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參閱瑪16:18）

眾：亞肋路亞。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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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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谷 路
你們說我是誰 16:13-16

你是默西亞，永生㆝主之子。
8:27-29
你是默西亞。

9:18-20
㆝主的受傅者。

16:17-19
盤石⋯⋯我要將㆝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
在㆞㆖所束縛的，在㆝㆖也要被束縛；凡
你在㆞㆖所釋放的，在㆝㆖也要被釋放。

嚴禁門徒對人談及他 16:20 8:30 9:21
首次預言受難和復活 16:21 8:31 9:22

16:22-23
（責斥伯多祿）

8:32-33
（責斥伯多祿）

必須背着十字架跟隨耶穌 16:24-28 8:34—9:1 9:23-27
榮顯聖容 17:1-9 9:2-9 9:28-36
人任意對待已來到的厄里亞（若翰）17:10-13 9:10-13
耶穌治好附魔兒童 17:14-18 9:14-27 9:37-43
必須以祈禱禁食驅魔 17:19-21 9:28-29
二次預言受難和復活 17:22-23 9:30-32 9:44-50

17:24-27繳納殿稅 …… 9:51—18:14大插
文18章 教會團體⋯⋯凡你們在㆞㆖所束縛的，

在㆝㆖也要被束縛；凡你們在㆞㆖所釋放
的，在㆝㆖也要被釋放。

19章
三次預言受難和復活 20:17-19 10:32-34 18:31-33

20:20-28載伯德二子母親的要求 10:35-45載伯德
二子的要求

治好耶里哥瞎子 20:29-34 10:46-52 18:35-43



斐理伯的凱撒勒雅：
原㈴帕尼雅斯，(Panias)以牧羊神潘而得㈴。
位於約但河的發源㆞，在默龍湖北約㆔㈩
公里處，今㈴巴尼雅斯(Banyas)。
奧古斯都將此㆞同海邊的凱撒勒雅，同時
劃歸大黑落德的版圖。但此城的㈯㈭工程
卻完全歸功於他的兒子斐理伯。斐理伯為
討好皇帝及為㉂己留念揚㈴，稱之為斐理
伯的凱撒勒雅。按對觀福音的記載，在此
㆞方伯多祿認主為默西亞，及被立為教會
的盤石(谷8:27-30; 瑪16:13-20)。

福音（你是伯多祿（磐石）；我要將㆝國的鑰匙交給你。）

恭讀聖瑪竇福音 16:13-19

那時候，耶穌來到了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
⋯⋯

Caesarea Philippi (Banias), Israel - Peter's Confession of Christ, Upon this Rock Church Built
https://youtu.be/YYnUR_OxWKc 

https://youtu.be/YYnUR_OxWKc


The Grotto at Caesara Philippi

These pagan worshippers believed water 
symbolized the abyss and that this sodden cave 
with a “bottomless” pool offered a door to the 
underworld. The gates to Hell were literally in 
their backyard. How’s that for creepy?
Ritual offerings were thrown into the cave and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Gods were accepting if the 
victims disappeared below the waters. But if 
blood emerged in the lower river, the sacrifice 
was shunned.

The cavern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mythological Pan, the half-goat-man. Carved in 
the rock were niches that held a statue of Pan, 
one of Echo the mountain nymph, and the third 
held and edifice of Pan’s father Hermes.

資料：http://loreejohns.com/?p=1239 

http://loreejohns.com/?p=1239


圖片：https://israel-tour-guide.com/banias/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n_(god) 及
https://asongoficeandtootles.wordpress.com/2019/10/08/tyrion-2/  

https://israel-tour-guide.com/bania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n_(god)
https://asongoficeandtootles.wordpress.com/2019/10/08/tyrion-2/


因為耶穌的㈴聲傳揚出去，黑落德王也聽到了。
㈲㆟說：「洗者若翰從死者㆗復活了，為此，
這些奇能纔在他身㆖運行。」但也㈲㆟說：
「他是厄里亞。」更㈲㆟說：「他是先知，好
像古先知㆗的㆒位。」黑落德聽了，卻說：
「是我所斬首的若翰復活了！」原來這個黑落
德，為了他兄弟斐理伯的妻子黑落狄雅的原
故…… (谷6:14-29）（又見 瑪14:2)

看，在㆖主偉大及可怕的㈰子來臨以前，我必
派遣先知厄里亞到你們這裏來；他將使父親的
心轉向兒子，使兒子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
臨時，以毀滅律打擊這㆞。  (拉3:23-24)

⋯⋯就問門徒說：「㆟們說㆟子是誰？」

門徒說：
「㈲㆟說是洗者若翰；㈲㆟說是厄里亞；
也㈲㆟說是耶肋米亞，或者先知㆗的㆒位。」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

西滿伯多祿回答說：
「你是默西亞，永生㆝主之子。」⋯⋯



⋯⋯
耶穌回答他說：
「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福的，
因為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而是我在㆝之父。

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 （磐石）；
我要在這磐石㆖，建立我的教會；
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

2月22日   建立聖伯多祿宗座（慶日）

集禱經

全能的㆝主，

伯多祿宣認你的聖子為默西亞；
你以他所宣認的信仰作磐石，建立教會。

求你保護我們，使我們在任何干擾與打
擊㆘，決不動搖，穩立於㊪徒傳㆘來的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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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http://jcpfacultyblog.blogspot.com/2021/02/lent6.html 及 https://www.pinterest.com/pin/128704501821241025/  

我要將㆝國的鑰匙交給你；
凡你在㆞㆖所束縛的，在㆝㆖
也要被束縛；
凡你在㆞㆖所釋放的，在㆝㆖
也要被釋放。」

——㆖主的話。

http://jcpfacultyblog.blogspot.com/2021/02/lent6.html
https://www.pinterest.com/pin/128704501821241025/


圖：https://biblehub.com/interlinear/matthew/16-18.htm 

羅馬彌撒讀經集 1971年

https://biblehub.com/interlinear/matthew/16-18.htm


[16:18]
You are Peter, and up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the Aramaic word kēpā’ meaning rock and transliterated into Greek as Kēphas is the name by 
which Peter is called in the Pauline letters (1 Cor 1:12; 3:22; 9:5; 15:4; Gal 1:18; 2:9, 11, 14) except in Gal 2:7–
8 (“Peter”). 
It is translated as Petros (“Peter”) in Jn 1:42. The presumed original Aramaic of Jesus’ statement 
would have been, in English, “You are the Rock (Kēpā’) and upon this rock (kēpā’) I will build my 
church.”
The Greek text probably means the same, for the difference in gender between the masculine 
noun petros, the disciple’s new name, and the feminine noun petra (rock) may be due simply to 
the unsuitability of using a feminine noun as the proper name of a male. 
Although the two words were generally used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nuances, they were also used 
interchangeably with the same meaning, “rock.”
Church: this word (Greek ekklēsia) occurs in the gospels only here and in Mt 18:17 (twice). There 
are several possibilities for an Aramaic original. Jesus’ church means the community that 
he will gather and that, like a building, will have Peter as its solid foundation. That function of 
Peter consists in his being witness to Jesus a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The gates of the netherworld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it: the netherworld (Greek Hadēs, the abode 
of the dead) is conceived of as a walled city whose gates will not close in upon the church of 
Jesus, i.e., it will not be overcome by the power of death.
資料：https://bible.usccb.org/bible/matthew/16 

https://bible.usccb.org/bible/mt/16?18
https://bible.usccb.org/bible/1cor/1?12
https://bible.usccb.org/bible/1cor/3?22
https://bible.usccb.org/bible/1cor/9?5
https://bible.usccb.org/bible/1cor/15?4
https://bible.usccb.org/bible/gal/1?18
https://bible.usccb.org/bible/gal/2?9
https://bible.usccb.org/bible/gal/2?11
https://bible.usccb.org/bible/gal/2?14
https://bible.usccb.org/bible/gal/2?7
https://bible.usccb.org/bible/gal/2?8
https://bible.usccb.org/bible/jn/1?42
https://bible.usccb.org/bible/mt/18?17
https://bible.usccb.org/bible/matthew/16


聖經辭典：教會（Church, Ecclesia）

一、語源

「教會」，英文作 Church，是來自晚期希臘文 Kyriakon ，意謂「上主的殿宇」；拉丁文作 Ecclesia 
是希臘文的直接音譯。希臘文 Ekklesia 出自動詞 Ekkalein ，含有召集人民，邀請人赴會之意。在希
臘文內，此字常指人民的集會，或市民的聚會，從不指社團，或帶有什麼宗教的意義；但在新約
內，此字除一二處指平常的集會外（宗19:32, 39, 40），大抵常指宗教的集團，或宗教的集會；為此，
以「教會」二字來譯Ecclesia，頗為恰當。新約內以教會指全世界教會，如瑪16:18, 18:17; 格10:32; 迦
1:13; 弗1:22-23; 斐3:6; 哥1:17, 24等處；指地方教會，如格前1:1; 迦1:2; 羅16:1, 4; 指家庭內的教會，如
羅16:5; 格前16:19; 哥4:15; 費2; 指為舉行敬禮或講道的集會，如格前11:18; 14:19, 28, 33-36。

新約使用此字表示教會，是來自七十賢士譯本。七十賢士譯本常以此字翻譯希伯來文 Qahal（集會、
集團）；但有時也用 Synagoge 翻譯此字，不過平常多用 Synagoge 翻譯希伯來文 hedah，此字亦含有
集會之意。這兩字在希伯來文內，常指宗教集團或集會，所以七十賢士譯本用以譯這兩字的 
Ekklesia 和 Synagoge，也就另具一番新意，宗教的意義。自新約採用此二字後，此二字就專指教會
集團。散居在外受過希臘文化教育的猶太人，既以 Synagoge 來表示自己的集團，所以初興的基督
徒就以 Ekklesia 來指稱自己的教會，只有以猶太信友為主要讀者的雅各伯書內，一次用了 Synagoge 
來指稱基督徒集團（2:2）。在新約內，用 Synagoge 指猶太人集會的會堂，但從未用 Ecclesia 指教堂。
在我國因有不同的譯名，故不易相混，但在外國文字內，常以此字指教會，亦指教堂；這或許是
因為新約將教會比做一座建築所致（若2:19-21; 弗2:19-22; 格前3:9-17; 伯前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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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經

㆖主，
願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徒的祈禱，
伴隨我們的獻禮；

求你聖化這些禮品，
並願㊪徒的祈禱，幫助我們虔誠舉
行這聖㉀。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
的祈禱。
亞孟。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當㈰感恩㉀

2024年6月修訂中譯





領主詠

伯多祿向耶穌說：「你是默西亞，永生㆝主
之子。」

耶穌回答說：「你是伯多祿（磐石）；
我要在這磐石㆖，建立我的教會。」（瑪16:16,18）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當㈰感恩㉀



領主後經

㆖主，
我們既獲得聖體聖事的滋養，

求你幫助我們遵循㊪徒的訓誨，時常團聚、
擘餅，㆒心㆒德，在你的愛內㈰益堅強。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徒節（節㈰）
當㈰感恩㉀

2024年6月修訂中譯

他們專心聽取㊪徒的訓誨，
時常團聚，擘餅，祈禱。因
為㊪徒顯了許多奇跡異事，
每㆟都懷着敬畏之情。凡信
了的㆟，常齊集㆒處，㆒切
所㈲皆歸公用。（㊪2:42-44）





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待續….

公佈：2024年6月25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道賞
播放日期 內容

2024年6月18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日）守夜彌撒讀經
(2024年6月28日)
欣賞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日）當日彌撒讀經
(2024年6月29日)

重溫：
欣賞常年期第十三主日 乙年讀經
https://youtu.be/IQUij-vCG4Y?si=QuLYl3doBvvk0QxB 

2024年7月2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授予執事聖秩禮

重溫：
欣賞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乙年讀經
https://youtu.be/XrlFT1YOv9c?si=2YKfzSOWei-OpuyV 

https://youtu.be/IQUij-vCG4Y?si=QuLYl3doBvvk0QxB
https://youtu.be/XrlFT1YOv9c?si=2YKfzSOWei-OpuyV






埃及（科普特）教會禮儀傳統三講及體驗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WM_cqWvTKr6crithDRd
rB8n9XWoLWlO&si=G-LgqcIIwpSQG7GH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WM_cqWvTKr6crithDRdrB8n9XWoLWlO&si=G-LgqcIIwpSQG7GH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WM_cqWvTKr6crithDRdrB8n9XWoLWlO&si=G-LgqcIIwpSQG7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