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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靜芝博士 

聖餐聖詩在教會主餐記念中盛載着信徒對主愛的回應，亦成為我們對神觀的認知認信。大

多數福音派教會每月只守主餐一次，教牧不期然傾向選擇同樣兩三首聖餐聖詩，使會眾有

較大的安全感。但周而復始反覆沿用相同的聖餐詩會限制會眾對聖餐的理解，若加上過分

簡約的「禮文」，或只用幾節經文交代聖餐的源起，會忽略了主餐中本來豐富的神學，失

去主餐本來多層的象徵意義。以下試就三方面討論： 

一、神觀 

  如果我們仔細反思一下常在主餐中使用的詩歌，可能是一面倒受苦、犧牲、流血、傷

創等的形像，這成了「記念耶穌」的全部，在某程度會影響我們對聖桌、主餐的理解。 

  主餐是上主對兒女的餵養，何況上主的創造本身就是一種叫世人共享的供養，神主動

向人啓示自己是供養者，祂為人作的「預備」以主基督耶穌為具體顯明的高峰，使神的永

能和神性並衪為人擺設的盛宴公報於世，衪又應許一切屬主的人將來不再飢、不再渴，正

展現祂是超越的供應，作為神在時間觀中無間與貫連：昔在、今在、永在地一致、貫穿與

超越。 

  衪又是一切美好筵席的主人(Food Theology)，慷慨地大開天門；被邀參與天筵的人自

各方而來，不分種族、階層、身分和能力，都必須珍惜與恭謹，一方面要尊重筵席是皇宴

是得勝君王在敵人面前擺設之慶功宴；又使被邀之人受寵若驚，領受自知不配被揀選之恩，

存着戰兢而快樂來赴主筵席。 

，

：

  神是餵養者，早在曠野降嗎哪作子民的日用糧，更差聖子作人生命的糧，是從天降下

餵養世界的。衪自己成為桌上的糧，擺設供養兒女所需，凡相信的都可就近來支取。天糧

既為世界之糧，人要醒覺自己是飢餓的，天父所賜屬天之糧卻能帶來人類心底渴求真正的

滿足。 

  神是全人類的大牧者，祂是始：拯救引路、使羊安歇，重獲強健、更新、飽足。衪是

終：不離不棄地帶到活水旁、流奶與蜜之地，並因衪每步保護牽引，使人感受衪對人的委

身堅定不移，最後衪對我們信者的應許是親自的牧養－再不飢再不渴，使人存着無比候盼

與主坐席、得國降臨與羔羊婚筵。 

二、教會觀 

  聖餐的神學不單指認識上主為世人的顯明和「預備」，更是被贖羣體進入自我發現共

通的生命特質。 

 



甲、合一——內住與結連 

  耶穌指出領受天糧的人需要醒覺：分享基督的生命就是不能與主分離，衪在我們裏面

我們在祂裏面。我們若承認連於一主，也必要認凡連於主的肢體。保羅所強調的一主、一

信、一洗、一神的認信，指導與修正我們對教會觀的概念與行為。我們既與主契合，生命

共享，就仗主大能，脫離「自我、信仰私有化」，學習擁抱和聯結那些與主契合的肢體生

命。 

，

乙、擁有奥秘——復活同在 

  復活的耶穌在擘餅中被認出，早期教會就在這復活的大能和奥祕中天天擘餅，活在耶

穌超越的同在中。教會就在主復活大能中前進，成為復活的羣體。充滿對「生命」的發現

與驚訝、活力與信心。復活不單是盼望，更是生活的態度和視野，指導着我們對生命、事

奉與栽培的方向。 

丙、受苦羣體——門徒、教會羣體 

  復活的耶穌闡明得生的路是先死後生、先捨後得、先苦後榮，並且衪的門徒與一切因

信稱義的羣體也必喝衪的杯，因僕人不能大於主人，我們在主的聖桌前一同被邀，進入基

督為義受逼迫的苦難中。 

丁、分享羣體——糧倉 

  聖桌羣體每次領餐，都重申宣認主恩，既是白白領受更要白白地捨去，無私地與人分

享基督的生命。主怎樣成為糧，教會也應照樣成為社羣之「糧」，分享平安與飽足。 

戊、服侍羣體 

  這位萬物的供養者竟是服待人的主，衪的心柔和謙卑，被罵不還口、被害不出威嚇的

話。在衪領導下我們學習彼此分糧，並且進入生活的服侍——彼此洗腳。 

己、醫治 

  聖桌本身就是宣告神的醫治與救法－教會用信心領受因衪鞭傷所帶來的醫治。耶穌亦

申明醫治是兒女的權利、猶如桌上擺設的食物，為要應驗舊約的預表——耶和華宣告「我

是醫治你的神」。當我們在救恩與聖桌上經驗上帝的醫治權能時，我們始能彼此裹傷與修

和，得稱為上帝的兒女。 

三、世界觀 

甲、將來國度之宴 



  耶穌設定了聖桌的將來——得國降臨一同坐席。在這重要醒覺中，信徒在上主的國度

中參與建造工程，一面走近終極之宴、一面積極竭力事奉。就在這邀請中，信徒等待在國

度之宴中，此生與將來藉復活主臨在主餐連繫在一起。 

乙、被差服侍 

  耶穌說父怎樣差子，子也照樣差門徒，作子所作，並作比子更大的事。認識主所作的

事始能作子所作，信徒愈能宣認主的成就，就愈能「跟隨」其腳蹤，聖餐聖詩最能幫助信

徒整合信仰與實踐，或按所禱而行，帶領信徒進入一種領命委身中，將與主連結的生命延

伸到自己所屬的社羣中。 

丙、歡迎開放 

  主桌召聚從南、從北、從東、從西，各方各民同來共享，「萬國」得福藉聖桌而具體

化。聖桌有如十架上展開雙手的主，主國所擁抱的是貧、殘、弱、老、瞎、少、不全。我

們愈明白真相，就愈能對天國所歡迎的開懷接納，叫人透過聖桌看見主的心腸。 

 

  福音派教會的主餐中有很多約定俗成、即興併合的用語(禮文)或感恩祈禱，可以建

也可以限制人對主餐意義的理解，不容忽視。作領導的需要極大勇氣、愛心和誠實去面對

和調整。未經思考、整合的言辭或因循跟隨成規，擺出趕急完成、草草了事的模樣；默念

空間內容趨向個人化，再加上完全指向私下認罪自省，導致時間比例失衡；長遠會使公共

禮儀和基督教信仰繼續朝向私有化的不歸路，這種現象久已呈現在教會舉行的婚禮、水禮

中。 

設、

、

此外，聖道與聖餐兩者之間的時間比重亦是容易引起信徒誤解的，有人看聖餐是「外加」

的項目，累贅和令人感到不耐煩的「反高潮」。信息冗長澎湃，相反，聖餐卻是文辭、內

容稀疏，引用經文只有寥寥數節，談不上感恩獻禮。如此讓主餐淪為追思、悔罪禮拜來維

繫對「敬虔」的理解，埋沒了聖餐本身豐富的象徵意義。這樣的走向實在令人憂慮。 

 

在這裏筆者作出幾項實踐的建議，幫助作聖餐領導的人隨步漸進地學習。 

(1) 多參考新詩集中聖餐類別詩歌 

《新普天頌讚》中聖餐詩多於任何一本華文詩集，而且每首都有獨特的重點，內蘊神學與

象徵足以提供考察之人豐富的聖餐神學內容，用於聖餐崇拜中的歡慶、認罪、宣告、尊崇

代求、感謝、受差等，適合在鬆疏的禮儀中讓會眾有堅實的根基。切忌一下子用多首新詩，

最好每次只用一首，仔細地解說導引思想，會眾才致獲益。 



(2) 起用詩班領唱 

在派主餐時唱聖餐詩，既不多佔時間，又能充實地掌控游離思維，幫助會眾思想，如果應

用得當，會眾的參與更可漸次增加，多學聖餐詩，更多理解聖餐意義，靈與悟結合的敬拜

看、聽、想皆可使人得屬靈好處。 
：

，

(3) 參考聖餐詩中神學以豐富禱文內容 

聖餐中的公禱引導全會眾理解餐中之義，為守主餐禮儀指明意義和着色。正如耶和華也為

摩西脫鞋賦予解釋，幫助他理解該行為之涵義一樣。這可算是初學者的枴杖和會眾理解的

預習，直等各人日後把心所信轉成為說話，使道在口中。 

(4) 成立研究小組就聖餐神學編寫禮文 

認真的追尋與研究是深度牧養必須的投資，以禮儀－可作、可解、可悟、可教、可聽、可

見來教育和牧養信徒，又能切合對主餐真理的理解是何等可貴。 

 

我們要嚐嚐主恩的滋味，投靠衪的人有福了。但願不僅是赦罪的滋味，聖餐的理解亦要配

合神觀、時間觀：昔在、今在、永在，聖餐－上帝對人類的供應，要指導我們的眼目向上

渴慕衪的應許，在衪的新創造中，如以色列的長老在主前吃喝、觀看神，慶賀主的得勝、

與主坐席。 

如研究崇拜神學一樣，聖餐神學必須與信徒的生活相連，指導信徒的價值觀、國度觀和倫

理等。聖餐禮文的整理和撰寫必能幫助教會脫離「片語式」不整全的認知，避免聖餐繼續

被邊緣化，相反地能引導信徒重返天國的核心價值。 

聖餐聖詩神學請參建道神學院聖樂系於 2008 年 4 月 27 日舉行之春季聖樂示範講座：聖餐

詩與聖樂牧養之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