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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0-2021 

聚會#1: 費肋孟簡介、致候和謝恩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A 再談監禁書 

 

• 弗、斐、哥、費 - 信中提及保祿在監禁中。(弟後也是，

但一般將它歸納於牧函中。) 
 

• 一般相信寫於保祿在羅馬被監禁時，即 60-62 (宗

28:16,30) ；但也可能寫於保祿在厄弗所監禁期間(見費肋

孟簡介) 。 
 

• 宗提及保祿四次被監禁：在斐理伯監獄過一夜(16:23-

30) ；在聖殿被猶太人威脅，受羅馬人保護 (21:27-

23:30) ；在凱撒勒雅被斐理斯總督監禁兩年(23:34-

24:26) ，斐斯托總督上任後將他押送羅馬(24:27-

25:32) ；在羅馬受皇家軟禁兩年(28:16-31) 。 
 

• 保祿多次被監禁是「為福音而被囚」和「為護衛福音」。

他宣講的福音，被指控為「背叛凱撒諭令行事，說另有一

位國王，就是耶穌」。換言之，保祿與耶穌一樣，被視為

背叛羅馬，否定凱撒王權，自立王國。 

 

• 監禁書中，弗和哥皆屬六本真正作者受質疑的保祿書信

(其餘四本是得後，弟前後和鐸) 。但這些質疑都有合理解

釋；我們跟隨參考書和教會傳統，視保祿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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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費肋孟簡介 

 

• 本書讓讀者看到保祿的牧民方法和理念，也反映著初期教

會的生活。費肋孟是保祿親手引領加入教會的信徒，居於

哥羅森。由於敖乃息摩向保祿求助，而厄弗所與哥羅森相

距只有一百里，厄弗所很有可能就是保祿被監禁之地。若

將這推測與保祿在厄弗所的遭遇相連，這可能性便更明

顯。藉著本書，我們看到保祿、奴隸主人費肋孟、和奴隸

敖乃息摩之間的覆雜關係。 
 

• 保祿寫信的目的是讓主人和奴棣破裂了的關係重修和好，

希望費肋孟寬恕甚至釋放敖乃息摩，就像上主寬恕了他自

己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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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第一重點是無論是任何身份的人，包括奴棣，在跟隨

基督後，他的真正身份就是天父的義子，主内的僕人；與

眾基督徒在主内都成了兄弟姐妹。另一重點就是藉著保祿

所表現的權威和愛心，讓教會上下認識正確的牧民和領導

方式。 

 

 

CCSS 29-30 

C 致候辭 

 

• 「基督耶穌的被囚者保祿」- 保祿的自稱表現著他對主的

忠信和愛情，他的確被囚禁在天主要完成的任務中，「因

為基督耶穌已奪得了我」。被監禁之地 - 見上面 B1。 
 

• 特別指出與弟茂德共寫這信，就如在格後、斐、哥、得前

後五書一般。由於這是公開的信，弟茂德也成了信中要求

的見證人。他也可能是這信的抄寫人。 
 

• 致書給「合作者費肋孟，並給姊妹阿丕雅，和我們的戰友

阿爾希頗，以及在你家中的教會」。對保祿，「合作者」

是福傳領袖(見羅 16:3,9,21; 斐 2:25,4:2-3); 所有基督

徒是兄弟姐妹(見谷 3:31-35); 也是戰友(格後 10:3-6) 。 
 

• 「教會」ekklesia (GK), 希臘版聖經用來指向以色列會

眾，在新約聖經是指基督徒團體。在教會早期，他們在信

徒家中相聚，欽崇天主。對保祿，教會是團體，不是建築

物；是神聖的；信眾聚集是因為人回應上主的召叫。聚集

的信眾是主内結合的新家庭，與他一起稱天主為父；他們

不是為了建築物而聚集，而是為了用不同設計的建築物要

帶給人的訊息，即降生成人的主基督是厄瑪奴耳(天主與

人同在) ，我們是衪的殿宇。 
 

• 留意保祿給耶穌的稱號「主耶穌基督」，基督=Christos 

(GK) 即”anointed one”受傅者”messiah”(HB)。以色列對

默西亞的期望包括從達味家族而來的一位君王、一位司

祭、一位像梅瑟一樣的先知。基督徒稱他為默西亞，代表

著舊約所預許有關默西亞的三個職份，都滿全他身上。稱

他為主“kyrios”(GK)= 承認他是雅威，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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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謝恩 

 

• 謝恩詞用「常感謝我的天主」開始，因為感恩原是基督徒

信仰的根基，反映著我們與天主和互相之間的關係。所以

耶穌在最後晚餐與我們建立的新约，在感恩祭中確立，我

們也用感恩之心不斷地慶祝和更新這盟約。這感恩之心不

但流露於感恩祭中，也表現於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和每一

點每一滴。 
 

•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眾聖徒」一詞。保祿常稱一般教會成

員為眾聖徒。希臘本聖經(Septuagint) 稱和天主在盟約

内的以色列人為眾聖徒。他們是聖的，不是因為他們在行

為上特別美善，而是因為天主特別揀選了他們，要他們從

萬民中分開，為萬民建立榜樣。 
 

• 緊記希臘本聖經(Septuagint) 是新約作者所採用的聖經版

本。故此，在很多用語和含義上他們很可能受這聖經版本

的影響，或直接反映和引用著它。所以希臘本聖經就好像

是新約希臘文的詞典一般，也是我們時常查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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