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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禮的定義：是由主耶穌親自設立，並

吩咐使徒去實行；當人按理領受，便得蒙恩

典。而其外在物質層面必須完全符合聖經，

以體現屬靈的意義。真耶穌教會有三項聖禮

（洗禮、洗腳禮和聖餐禮），完全根據基督

和使徒的教導。

聖餐禮包含兩個部分。保羅提到杯，是指

「同領基督的寶血」，而餅，則指「同領基督

的身體。」（林前十16），希臘原文具有「與

之團契」、「參與和共享」的意義。以「主的

晚餐」意指聖餐，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

20節出現過一次，其他說法，如「主的筵席」

（林前十21）和「聖餐」（路二二17、19；林

前十一24）。有些人認為，「擘餅」（徒二

42、46，二十7、11）大概是指同時領受聖餐

與平時所享用的愛餐（彼後二13；猶12）。

由來

聖餐的設立（太二六17-30；可十四12-

26；路二二1-23；林前十一23-25）在耶穌

受難的前一晚，被通稱為「最後的晚餐」之

夜。有人認為「最後的晚餐」可能是猶太

人的逾越節晚餐，是在摩西時代由神設立的

（出十二1-14；民九1-5）。最後的晚餐是

不是逾越節晚餐，仍有很大的爭議，然而聖

英文原著／Boaz  譯／Gracie

聖餐禮 
我們信主之後，得著了新生命； 

領受基督的肉和血，也得著永恆的生命。

餐設立於逾越節期間，是大家公認的（路

二二17）。

耶穌是逾越節的羔羊（林前五7）。在

逾越節期間設立聖餐，凸顯耶穌的受苦和代

死。在逾越節宰殺羔羊，是為了拯救神的子

民免於與埃及長子一同被殺。滅命的天使越

過全部有血作記號的房子。藉羔羊的犧牲，

得到平安與救贖。同樣的道理，耶穌的死使

我們脫離死亡的網羅。

耶穌的肉和血

耶穌講述聖餐的話語，記錄在三卷福音

書，因此毫無疑問的，餅和杯真是祂的肉

和祂的血（太二六26-29；可十四22-24；路

二二19-20）。保羅證實他直接從主領受聖

餐的教導（林前十一23），他與哥林多教會

分享的內容，基本上是重複講述基督對聖餐

的教導（林前十一24-25）。基督的話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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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的教導，兩者完全一致。

換句話說，能準確了解耶穌的教導，對

福音書的作者和使徒從來不成問題。然而，

第一世紀之後，特別在所有的使徒過世後，

教會對聖餐真理的了解，開始出現嚴重的問

題。因聖靈離開教會，不同派別的思想迅速

竄起，對聖餐產生複雜的解釋，而使人難以

理解主耶穌教訓的精意。這些分歧的概念包

括「變質說」和「同質說」。

「變質說」是羅馬天主教的神學概念，

指「餅和酒」在物質上改變成基督的肉和

血，即使其元素保持不變。「同質說」是由

馬丁路德發起的概念，他相信基督的肉和

血，真正存在於餅和酒中。然而，物質的餅

和酒，實際上並沒有改變成基督的肉和血。

顯然在教會的歷史，試圖解開聖餐的奧

祕，是件非常困難的事。那麼，我們又如

何解釋呢？從物質和眼見而言，餅和杯（葡

萄汁）在祝謝後，保持不變，但在靈裡，餅

和杯已是耶穌的身體和寶血。真耶穌教會和

其他教派的觀點，關鍵區別源於對聖靈工作

的認識：「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

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

命」（約六63）。我們的觀點，在於聖靈使

餅和葡萄汁改變。沒有聖靈的同在，就不會

發生任何變化；唯有在靈裡，這些普通的物

質才成為基督的肉和血。

當我們相信，並完全遵照聖經的教導而

行，我們讓聖靈運行；因此，藉著我們親身

領受聖餐，祂賜給我們屬靈的生命。這可以

用洗禮的例子，作類比的說明。洗禮時，水

仍然是物質的水，然而，因為聖靈的同在，

堅守聖經洗禮的方式，水中的寶血使罪得赦

免。關鍵是聖靈的同在，當人嚴格遵守聖經

的教導執行聖禮時，使其達到必要的屬靈效

果。

領受耶穌的肉與血

我們信主之後，得著了新生命；領受基

督的肉和血，也得著永恆的生命。然而，只

有靠聖靈的工作，才能使生命從暫時延續到

永恆。

關鍵是，在等待主的再臨期間，我們必

須在主裡保守聖潔，以回應聖靈的工作。

這樣做，我們的生命在肉體死亡後，仍得以

延續。靠著聖靈的幫助保守在主裡，我們將

在末日復活得永生（約六53-57）。這就是

為什麼耶穌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約六54）。

領受聖餐也使我們能在主裡――「吃我

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

面」（約六56）。這種關係包含三個部分：

1. 聖經告訴我們，是耶穌把祂的生命賜給我

們。事實上，這生命的賜予和成長，是藉

助於聖靈來完成，就是當我們領受祂的肉

和血時，我們與基督不可分割的關係，就

體現在我們的生活裡；我們的生命就是基

督的生命。

2. 藉著領受聖餐，耶穌養活了我們。我們靠

祂活著，因為祂活在我們裡面（約六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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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透過在內住的聖靈不斷地工作，心

中持守真理，我們的生命就能不斷地得到

滋養和活力。

3. 對我們而言，領受聖餐，是我們有意識地

選擇住在主裡面。要住在祂裡面，我們必

須持守真理，進而促進聖靈內住在我們生

命裡（約十五7）。就本質而言，在生活

的各個層面活出真理，就如同基督在這個

世界上活出祂的生命一樣。

聖餐的意義

聖餐是要我們不住地紀念基督的死。我

們必須記住兩個關鍵層面。一是基督以祂無

條件的犧牲表明了祂的大愛（羅五6-11）。

祂的受難並非僅僅是肉體的死（太十六21，

二十28；約十二23-25），而是在祂背負人

的罪的同時，祂也經歷被神離棄的極大痛苦

（來二9）。如此的拯救大愛，遠超越任何

人能償還報答。

第二個層面是，既然知道祂這麼心甘情

願為我們的罪死，我們應該關注如何為祂而

活，而不是為自己活。明白了耶穌無條件的

犧牲，應該成為內在的動力泉源，使我們這

些真正敬畏又立志在祂裡面的人，願意遵行

祂旨意，忠心服事祂。我們當像保羅一樣，

在真理和聖靈裡領受聖餐，要比以前更振

奮，更主動自我突破成長，達到祂對我們

和祂的教會所定的神聖目標（參：加二20-

21）。

那麼，領受聖餐真正目的是什麼？保羅

在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中，簡潔而有力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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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一切是否依舊？

回首來時路，多少已經物換星移？

多少歡笑與淚水， 

總是湮沒在時間的長河？

是否見到了年歲的更迭？ 

是否見到了歲月不待人？

活潑的盼望、永遠的福樂， 

是否讓您又再一次心動？

回首來時路， 

期待您，更確定標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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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我們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林

前十一26）。這個永恆的提醒，最直接最

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我們向不信的世界傳福

音。在教會聖工的長串名單上，傳福音總為

首要之務，沒有任何事務可以取而代之。在

任何情況下，教會必須專一傳講基督的救贖

與交付教會的全備福音。

誰不准領受？

祝謝之後的聖餐，是基督的肉和血，成

聖的餅是主的靈體（林前十一24）。基督

的身體是教會，因這一事實，那些未受洗的

人，既然不屬基督的身體，自然無資格共享

這餅。耶穌也說，這杯是用祂的血所立的新

約（林前十一25），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

赦免（太二六28）。對於未受洗的人，罪仍

未得赦，因此不能領受聖餐。

此外，領受聖餐賦予人永恆的生命（約

六54）。唯有與基督同復活的人，才可能

得到。當一個人接受正確的洗禮，因聖靈同

在，他已從屬靈的死亡復活（羅六3-5，八

11）。在基督犧牲的前提下，鼓勵未受洗的

人領聖餐，是矛盾的做法，因為他根本還沒

決定在基督裡接受正確的洗禮。

嚴肅是聖禮最恰當的氛圍，尤其是紀念

基督犧牲大愛的聖禮。參加的人必須自我

省察，由此更表明不能以輕率隨意的態度領

受。根據保羅的教導，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

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林前十一27）。在領受之前，認罪悔改，

以免神的憤怒臨到我們身上。哥林多的例子

可作為嚴厲的警告――有些人生病，甚至死

亡，因為他們藐視聖餐（林前十一30）。

根據上述保羅的教導，教會不讓那些犯

死罪的人領聖餐是符合經訓的。犯死罪的

人，已經與基督的生命隔離，也離開祂的身

體（教會）。我們讓一個選擇了背棄基督的

人，分享基督的肉和血，這樣做對嗎？這無

疑是把基督的肉和血當作平常（來十29），

而且不敬重基督的犧牲，在神眼中這是褻

瀆。

結論

領受聖餐，超越了禮儀的外在物質層

面。我們在聖靈裡面分享基督的血和肉，所

賜予的生命是永恆的，只給那些在教會裡面

的人。那些藉著洗禮歸入基督身體的人（加

三27），已從屬靈的死裡復活，他們已從黑

暗的世界遷到光明的國度，他們完全從罪惡

的轄制下得釋放。因此，他們有資格領受聖

餐，分享基督的生命。

領受聖餐的人，對主的回報，不應僅侷

限於感恩。對於所有被拯救免於滅亡的人，

他們在世的生活，必須完全回應神對個人和

教會整體的旨意。這意味著在個人層面上，

立志為神過聖潔的生活，忠心服事，始終

是我們的首要工作。就教會整體而言，無論

在任何景況，我們應重視肢體之間的團契，

使我們都能裝飾整齊，直到主來；當我們在

主裡享受主內一家的團契之愛，必能吸引人

們親近主，自然而然地把福音傳到世界各角

落，使我們能回報基督大愛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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