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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傳統─聖餐禮（下） 
 

有學者說過：「當我們記念，我們是『再次』與主聯為『肢體』。
那使我們與主聯合在一起的就是基督的靈。」藉著聖餐，我們可
以： 

（1） 實踐主的吩咐 
路加和保羅也引用耶穌的話，指出主吩咐門徒應當

以聖餐來（路加福音二十二 19；哥林多前書十一 24、
25）記念基督的救贖，我們也當如此行。所以，聖餐
作為對基督救贖的記念，是值得教會恆常遵守。而且，
是與信徒一起參與和進行聖餐記念主。 

參哥林多前書十一 28，保羅更提醒我們要認真審視
自己的罪過，首先在主面前認罪，接受主的赦免；然後
與弟兄姊妹一同領受聖餐。 

 
（2） 行動和言語 

記念主的餅和杯並不是靜態，記念是可以關乎行動
和言語：回想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事情、記念耶穌設立
主餐前所說的話，耶穌指出自己將來會在教會中臨在等，
反映言語不止靜態。 

透過現時每次聖餐禮的四重動作：拿起來、祝謝、
擘開和分派，實踐記念的行動。 

 
（3） 重新立約 

「記念」有「提醒」和「回憶」的意思。當耶穌基
督用逾越節晚餐的「餅」和「葡萄汁」教導他的門徒，
這代表著祂的「身體」和用「血」所立的「新約」，要
信徒永遠「記念」祂，教導所有跟隨耶穌基督的人，已
經與主出死入生，不再是罪的奴隸，因為主耶穌基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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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用祂的生命，帶領門徒和所有信靠祂的人，脫離黑暗，
進入光明，與上帝重新立約，成為「新造的人」（哥林
多後書五 17）。 

主藉此更新了與我們的關係，激勵我們去愛，去服
侍主和弟兄姊妹。  

 
（4） 上帝救恩歷史的重述 

透過回憶主耶穌被賣那夜的逾越節晚餐，重新注目
兩段重要的歷史時刻－出埃及和基督的十架事件。這兩
件事件都是上帝介入歷史中的拯救事件，對我們來說，
人的生命都有決定性和扭轉性的意義，上帝的時間才是
我們的存在核心。 

 
（5） 是超越時空的實踐 

記念主不等於傷感的緬懷，藉著回顧，對應活在當
下的處境。藉此提醒我們永遠不應忘本，不應抽離自身
的歷史，不應把人自身的苦罪忘掉，把主的救贖拋諸腦
後。 

聖餐禮是教會和信徒的集體回憶，記得主的救贖，
主也塑造我們的生命。參哥林多前書十一 26｢你們每逢
吃這餅，喝這杯，就是宣揚主的死，直等到他來。」亦
標示了一種對終末將來的等候、預期和盼望。藉聖餐禮
中的記念和回憶，生出對將來的盼望。 

 
（6） 存感恩的心領受 

參馬可福音十四 23:「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
們；他們都喝了。」聖餐的名字Eucharist，解作（to give 
thanks）感謝，表達人對主感謝之情，讓人聯繫到聖餐
是好的事情，聖餐中的禱告可包括感謝和讚美，甚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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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得勝的元素。 
 

（7） 實踐耶穌基督的行動 
參哥林多前書十一 33~34，領受聖餐時，保羅提醒

門徒要彼此等待。反映領受聖餐不是個人的事，而是教
會整體的事，要顧及別人的需要和感受。 

透過聖餐記念主的救恩，從中也活出耶穌基督的見
證。昔日耶穌如何愛貧窮人、罪人和邊緣人，也叫我們
學效。又好像約翰福音十三章描繪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為
門徒洗腳的行動，這亦是聖餐的記號，提醒信徒服侍主
內的弟兄姊妹如同耶穌服侍門徒一樣。 

 
藉著聖餐，記念主可以有不同向度的實踐和意義，不單是理

性上的認知。總括而言，聖餐具共享、記念主和期盼的元素，更
提醒我們的焦點要集中在主裡，不論何時，存感恩的心、更新與
主的關係，要記得主的救贖，並透過主昔日的見證讓我們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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