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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0-2011 

格林多人前書 #10：保祿的結語 

 

TGQ = Tim Gray Study Set Questions 

TGR = Time Gray Study Set Responses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HO = Special handout 

SK = 中文思高聖經 

 

A 有關經文簡介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格前 16 

撒上 3:9 
 

B 捐助耶路撒冷教會 

 

 為甚麼要捐助？耶路撒冷母教會的困難。不同教會團體同屬

基督妙身，「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

(12:26)，應互助互愛，善舉使人更聖善。 

 

 是地方教會對教區或母教會所應盡之義務。 

 

 「每週的第一日」- 主後大概 20年，基督徒已開始在星期

日聚會，且擘餅 (宗 20:7)，其中意義是甚麼？ 

 

 保祿的行程：從厄弗所(寫本書的地方，見 16:8)到馬其

頓，再到格林多，這是他第三次傳教行程的一部份，他後來

按計劃到達到馬其頓和格林多(見宗 20:1-2)。 

 

 保祿所指的「敵人」 – 見宗 19:23-40。可見當時傳福音多困

難。 

 

16:1-9 
 

SK16註一，

TGR10-1,2 

 

 

 

 

TGR10-3, CSB, 

CCC1345 

 

16:5-9，CSB16:1-

4，TGR10-4 

 

 

SK16註二 

C 託付與勸告 

 

 「你們應該儆醒，應屹立在信德上」-如耶穌受難前勸門徒

「醒寤祈禱…免陷於誘惑」一般(谷 14:38)。格城教友不但

不指責異民信仰和道德上的錯誤，反修教會教導去迎合他

們。基督徒當知道，宣認基督的復活 = 宣認創造已藉基督

死亡和復活而被更新，人當以新的心神去生活，不與此世同

化。五月份心靈恩泉茶坊主題：天主的主意是要你們成聖！ 

 

 格城教友一切事當「以愛而行」，因為保祿信中所指責的一

切，都因為缺少愛德才發生。 

 

 

16:10-18 

 

TGR10-5,8 

 

 

 

羅 12:2 

得前 4:3 

 

TGR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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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結語 

 

 「若有人不愛主，該受詛咒！」保祿為甚麼詛咒不愛主的

人？不是詛咒，是說明不愛主的後果。 

 

 「吾主，來罷！」(marana tha) 是亞拉美文呼喊語，是禱

詞，在仍存最早期感恩禮儀(Didache 10,6)結尾時使用，也

見於默示錄結尾(默 22:20)。如保祿在 11:26所言，教會舉

行感恩祭都懷著基督再來的希望。 

 

 「吾主，來罷！」的「主」(Kyrios)明指基督的天主性。保

祿在此引用當時基督徒已普遍使用的禱詞；在羅 10:9和斐

2:9-11亦同樣做，可見早期教會已普遍接受基督的天主

性。 

 

 猶太學者看福音，清楚明白耶穌自稱天主：辣比 Neusner想

像與耶穌對話，很讚賞他的教導與聖善，但耶穌讓自己凌駕

法律和安息日之上，要求人歸向他，完全以他為終向的立塲 

= 自稱天主，所以辣比 Neusner最後決定不跟隨耶穌。 

 

16:19-24 

 

CSB p.50 

 

 

CSB 

 

 

 

 
G. Collins, Inter- 
preting Jesus, p.14 
CCC446 

 

 

 

H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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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 it really so that your master, the son of man, is lord of the Sabbath…I ask again – is your 

master God?‟...Neusner thus concludes: „I now realize, only God can demand of me what 

Jesus is asking.‟” (BXVI, Jesus of Nazareth – From the Baptism in the Jordan to the 

Transfiguration, pp. 110,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