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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差遣：使命的呼召 

一、讀本摘要 

A.差遣的神學觀 

1. 在基督教的信仰裏，「生命」是用「死亡」來定義的。死是生的終結，卻又是新生命的

開始。(185) 1 

2. 教會崇拜禮儀正演述生與死矛盾的神學觀。洗禮如是，聖餐禮亦如是。(186) 

3. 我們被召聚，因為本來是分散的，一同領受天上的靈糧後，又再次分散。(186) 

4. 領受使我們獲得力量去做上帝的工作，叫我們認識到「取」是為了「付出」。(186) 

 

B.差遣的內容 

1. 差遣是聖餐禮的結束部分，最早見於四世紀教會從受迫害到和平的年代，分為三個部

分：(186-202) 

甲、領餐後感恩：是固定的禱文。信徒藉祈禱感謝上主豐盛的賜予，在吃天上的靈糧後，

繼而回應上帝的差遣。 

乙、祝福：是神職人員站在聖壇位置舉行的的儀節。現今所用的祝福文始用於 1549 年，

用於常年期，也會因應禮儀節期而另外編寫。 

丙、差遣：教會是一個走進世界的信仰群體，每個信徒都是奉召被差遣走進人群中間。 

2. 洗禮池（盆）擺放在聖堂門口，提醒信徒在走進聖堂經過洗禮池的時候，回想自己曾藉

洗禮得重生；在離開聖堂時，聽聞上帝的差遣後，必須堅定信仰，回應上帝的呼召。 
  

                                                
1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聖餐禮》的頁數。 



 

二、影片摘要 （片長：38 分 41 秒） 

² 洗禮室（1’39”） 

² 禮儀之美在於能夠參與其中，做到人神共融（5’13”） 

² 北角聖彼得堂的十字架（6’28”） 

² 建基上帝聖言（7’20”）、承載神學反思（9’36”） 

² 履行牧養關懷（9’56”）、演活禮儀意義（13’17”） 

² 從洗禮到聖餐（13’52”） 

² 禮儀不能離開全體信眾的參與（18’30”） 

² Full, active, conscious participation（20’01”） 

² Euchologion of Serapion (4th century Coptic Church)（28’51”） 

三、問題討論 

1. 所謂「凡事感恩」，在領受象徵基督生命的餅和酒之後，會有一刻想過「感恩」與自己

的生命有着甚麼關係嗎？ 

2. 感恩與差遣其實是一體，但在事奉上帝的日子裏，有沒有想到自己是帶着感謝的心去做

上帝的工呢？ 

3. 在主禮祝福時，你會留意自己當刻在想甚麼？會感到祝福的話對自己有意思嗎？ 

4. 當自己說「感謝上主」時，有沒有一種唸順口溜的感覺？ 

5. 當要說「感謝上主」時，該用到甚麼氣力才感到自己真的在回應上帝的呼召？ 

6. 「分散」其實是在邀請我們「再聚」，你對這種又聚又散有甚麼感覺？ 

 

 

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