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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振偉牧師《聖餐禮》 

第 1 章   在新約聖經和歷史中的一些窺探 

一、讀本摘要 

基督教信仰與崇拜生活是分不開的，否則便會失去存在的動力和意義。(20)1 

 

A.從新約聖經中認識聖餐 

1. 「崇拜」的原文在字義上解作「俯伏在地」，是人對上帝表達尊敬的一種禮儀動作。

(21) 

2. 根據使徒行傳記載，早期教會自建立以來已把崇拜視為教會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22) 

3. 從禮儀的角度看以馬忤斯的故事，可以分為「聖道禮儀」和「聖事禮儀」兩部分。(23) 

甲、聖道禮儀：聆聽、認識和解說《聖經》。 

乙、聖事禮儀：擘餅。 

4. 保羅認為聖餐出自主耶穌，在教會生活中極為重要。(28) 

5. 林前 11:26 反映了保羅對聖餐的神學觀念：聖餐是宣告基督的受死、復活、再臨，表明

信仰是昔在、今在、永在的。(30) 

6. 徒 20:7-11 提及「七日的第一日」舉行擘餅聚會，保羅講道直到半夜。後來演變為主日

的聖餐。(33-34) 

7. 「七日的第一日」與「主日」雖然都是指同一日，但前者除了涵蓋後者，還有記念和慶

祝基督復活的深層意義。(36) 

8. 上帝創造世界，在第七天休息。「七」在猶太人文化表示完美，「七日的第一日」也表

示了新的一個星期開始。(37) 

 

B.從歷史文獻中認識聖餐 

1. 《十二使徒遺訓》第七至十章談論洗禮和聖餐，說明聖餐是為了向上帝獻上感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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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殉道者游斯丁在《第一護教辭》表明聖餐為感恩獻禮。(26) 

3. 根據文獻記載，早期的信徒會在晚間到清晨之間聚集一起崇拜，當中會一同立誓、進餐。

(32-33) 

4. 希玻律陀的《使徒傳統》談到信徒會在星期六太陽下山的時分聚集，那是主日的開始，

當中有感恩祝謝的禮儀。(39) 

5. 在「七日的第一日」（主日）舉行聖餐，是邀請信徒在黑夜中警醒守候，富有神學意義。

(39) 

6. 教會藉施行聖餐來慶祝基督的救贖，是基督為人死而使人活的重要日子。(42) 

二、影片摘要 （片長：24 分 44 秒） 

² 為何每個主日都舉行聖餐？（4’53”） 

² 禮儀是不斷演變的（13’02”） 

² 主復活日守夜崇拜是最早期教會的聖餐禮儀（14’44”） 

² 公禱書聖餐禮和第二式聖餐禮的分別（16’04”） 

² 教會觀影響禮儀（20’52”） 

² 禮儀是工具，通過禮儀崇拜上帝（21’02”） 

² 大公教會的傳統是我們的根（22’31”） 

² 聖公會以禮儀演繹了大公的精神（23’07”） 

三、問題討論 

1. 如果有人說信耶穌就已經得救，崇拜只是形式上的功夫，做與不做無異，你會怎樣回

應？ 

2. 每次見到侍從點燃聖壇的一對蠟燭，你想到的是甚麼？是崇拜快要開始？還是別的事情

呢？ 

3. 主日象徵着上帝的新創造，也記念基督在同一天復活，這些對自己的信仰生命有着甚麼

意義？ 

4. 身為已領洗的基督徒，這刻活着的自己是「死着的活人」？抑或是「活出恩典的死

人」？ 

5. 聖餐與基督徒是不能分割的，這是早期教會信徒的理解。到了廿一世紀，你還會這樣堅

信嗎？ 

6. 回想自己第一次接觸崇拜禮儀，與今天對崇拜禮儀已有一定的熟識和掌握相比，你有甚

麼感受？ 

 

 
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