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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1-2012 

格林多人後書 #1：序言、原先行程 

 

PFE = Paul for Everyone 2 Corinth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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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後 1:1-22 

撒上 3:9 
 

B 重要背景 

 

 查考格後定要暸解保祿當時心情：如剛承受家人的重創，如

居所剛被轟炸。 

 

 背景：外來攪事者(可能是猶太主義保守派)在格城教會散播

錯誤訊息，攻擊保祿，質疑保祿宗徒地位。保祿「中間巡

視」格城教會時，甚至被某敵人公然凌辱(2:5, 7:12)，而

多數格城教友竟坐視不顧，使保祿非常傷心。後來格城教友

也為此悔過(7:9)。 

 

 寫信目的：1.加強聯繫、2.維護宗徒身分、3.捐款、4.斥責

假宗徒(11:13)、5.透露行程。 

 

 格前寫信對象是格城教會，短時間內對象已擴至南希臘阿哈

亞各城鎮。 

 

 宗徒資格：保祿心目中的宗徒包括 12宗徒和其它宗徒；保

祿承認前者有特殊地位與後者不同(迦 1:17，2:1-2)；宗徒

應具備三個資格：1.見過復活的主或因與主相遇而生命轉变

(格前 9:1)，被主委任(格後 2:17)；2. 被主派遣成基督僕

役(羅 1:1，宗 26:12-18)；在教會根基上宣講福音(格前

9:1，格後 2:17)。 

 

格後 1:1-2 

 
PFE p.2 

 

 

CSBp.51, SK1註 1 

 

 

 

 

 

CSB p.51 

 

 

PFE p.3 

 

 

BXVI, General 

Audience, Sept 

10, 2008; CSB 

1:1 

C 頌謝天主 

 

 保祿頌謝詞與舊約傳统吻合=>教會禮儀有其歷史和有機體

(organic)因素=>傳統之重要。 

 

 頌謝原因：在亞細亞所受磨難，和必死無疑的遭遇。 

 

 頌謝中，表露其痛苦觀，並帶出諸聖相通道理。 

1:3-11 

 

CSB，HO1 

 

 

CSB,SK1註 2，宗

19:23-40 

CSB1:5,PFE 

p.4,CCC 947-8,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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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祿行事至誠 

 

 駁斥反對者，自命憑良心行事真誠，本著天主恩寵，不是本

著人性和智慧->反影傳道者心聲，他們常面對同樣指責或閒

言閒語。 

 

 「主耶穌的曰子」所指。 

 

 「第二次恩惠」和改变行程的原因。 

 

 「天主的一切恩許，在衪內都成了是」的意義。 

 

 留意保祿常在祝福問候詞中採用聖三方程式，肯定天主聖

三。 

 

1:12-22 

 

1:12-14,CSB 

 

 

 

CSB 1Cor 1:8 

 

CSB1:15, 17 

 

1:19-20 

 

CSB,1:21-22, 

13:13, 羅 1:3,迦

4:4,格前 12:4-6 

 

 

 

 

 

 

SPECIAL HANDOUT 

聖經研討會 2011-2012 

格林多人後書 #1：序言、原先行程 

 

1. “Which means recognizing that someone didn’t just one day invent the liturgy, but that it has 

been growing organically since the time of Abraham. These kinds of ele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are still present in the liturgy…My main reason for making the previous form 

(E.Lo: i.e. Latin Mass) more available was to preserve the internal continuity of Church 

history. We cannot say: Before, everything was wrong, but now everything is right…” 

(BXVI, Light of the World, p.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