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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餅，先獻上感謝的禱告，然後擘開，分

給門徒，說：「你們拿來吃；這是我的身體。」接著，他拿起杯，向上

帝感謝後，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吧；這是我的血，是印證上帝與

人立約的血，為了使眾人的罪得到赦免而流的。我告訴你們，我絕不

再喝這酒，直到我與你們在我父親的國度裏喝新酒的那一天。」（太

26:26-29）

教會中的聖餐儀式，背景源自聖經中關於耶穌與門徒「最後的晚餐」。聖餐儀式表

明我們相信基督已經透過自己的死帶來的救贖恩典，使我們與上帝和好。馬太福音將最

後的晚餐安置在一個相當有趣的地方。

在最後晚餐前，耶穌表示有人會出賣祂，晚餐過後，耶穌又表示門徒們都將離棄祂

（這兩件事也都確實發生了）。這樣的敘事表明了耶穌的決心。即使知道門徒們將背叛

自己，耶穌仍與他們一同用餐，並且透過最後的晚餐，宣告祂救贖的生命與上主的赦罪

恩典。耶穌並沒有要求祂的跟隨者必須完美無缺，與有軟弱的人建立關係，正如祂所

說：「因為我來的目的不是要召好人，而是要召壞人。」(太9:13)

教會曾訂出許多規範，區分了哪些人配得領受救恩、哪些人不配。但耶穌從來沒有

做出這樣的區分，祂與罪人同桌、觸摸病人、呼召各種人。祂來，正是要將自己的生命

分享給有軟弱的每一個人，為你我犧牲捨命，使我們與上主恢復美好關係。領受這赦罪

恩典的我們，已經在主的愛中成為團契，當以基督精神去接納他人。

赦罪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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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交通的上主，謝謝祢施恩赦

免，藉著基督使我能夠與祢以及眾人成為

團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知性＋１

本色化聖餐的應用—呈現在地族群元素

台南神學院的聖餐禮拜常常融入台灣本土化的元素在當中，

例如以地瓜為餅、以烏龍茶為杯；或原住民族特色食物等。台南

神學院音樂碩士莊可柔指出，希望未來能將本色化聖餐推廣至地

方教會。她認為，聖餐禮代表的不單只是耶穌道成肉身，而是道

成不同民族的肉身。（專題全文請至TCNN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