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1日 2024年，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 马太福音 26:26-30，马可福音 14:22-26，
路加福音 22:17-20 

前一段经文： 

• 基督再次宣告：在门徒中有个背信弃义的人。基督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使犹大更不能为自己

的罪，找借口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是顾及其他的门徒的信心， 免得他们因看到犹大灭亡而惊讶

跌倒。 

o 基督安慰门徒：犹大的背叛不应该使他们质疑上帝的能力，因为犹大的跌倒不是基督在拣

选门徒的事上犯错，而是上帝的旨意；同时，其余的门徒能持守到底，因为这是上帝拣选

的作为。 

• 虽然基督知道犹大会背叛祂，但是基督仍然让犹大留在祂自己身边三年半，又为犹大洗脚，也与

他一同吃逾越节的晚餐。按照路加的记载，犹大很可能在领完圣餐后才离开。 

• 福音书作者记载基督当天的感受：基督因犹大内心刚硬不肯悔改，也因圣洁职分被毁坏玷污而感

到忧伤。 

• 虽然基督可以公开暴露犹大邪恶的计划；但基督却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等候上帝审判犹大

的时候到来。当时基督只是让约翰一个人知道犹大的背叛，因为祂要让约翰在事情发生后，

向其余的门徒见证：基督受苦受死并非被迫，而是基督顺服上帝的自愿行为。  

 

太 26:26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著吃，这是我的

身体」；  

可 14:22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著吃，这是我

的身体」；  

路 22:19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

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 基督并非在逾越节晚餐的同时设立圣餐；基督应该是在逾越节晚餐结束后，才为教会设立了这个

圣礼。为食物祝谢通常是发生在筵席的开始；但是基督在逾越节晚餐快要结束时，才为饼和杯祝

谢，表示：圣餐与旧约的逾越节不同。 

o 基督守逾越节后才设立圣餐。逾越节是基督救恩的表征，圣餐是逾越节的印证，表征救恩

的事成全了。 

• 耶稣拿起饼来： 

o 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基督是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一般作法，并使用了他们的一般食物来设

立圣餐：以致门徒不会过于注重表面的事物及基督的动作，而忽略了圣餐的属灵意义。 

• 祝福： 

o 在圣餐中，基督不仅为祂手中的食物感谢上帝；祂更是为手中的饼杯所表征的救恩：就是

上帝愿意白白赦免罪人的恩惠感谢上帝。 

o 如果我们对上帝慈爱的信心，能使我们从每一天吃喝的食物中，感受到天父对我们的仁慈

和看顾；那么同样的信心，也应该使我们在领受基督的饼杯时，心中充满属天的安慰和满

足。 

• 你们拿著吃：你们一起分享吃表示不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吃。 

o 基督所设立的圣餐，必须在众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爱心的关顾下举行。 

o 基督吩咐门徒从祂的手中接受饼杯，并凭信心吃喝；因为基督将自己献给了上帝所拣选的

教会。因此，所有主理圣餐的人是代表基督将生命赐给教会，而不是作为祭司将基督献给

上帝。 



•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o 当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时，祂并没有行任何神迹，将祂手中一片普通的饼改变成

祂的身体；基督只是借着祂的话语和应许，用祂手中的饼表征祂为我们代赎受死的身体：

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 

▪ 耶稣用饼表征身体，为我们舍，表示上帝的慈爱。 

▪ 正如一般的饼是使我们肉身存活的所需要食物，照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必须依靠属

灵的粮食才可以继续存活。这属灵的粮食就是上帝的慈爱，借着基督的代赎，向我

们彰显。 

▪ 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存活并非因着我们所知道圣经的知识；而是上帝在圣经中向我

们所应许的慈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动力和活力。 

▪ 正如我们的身体每天都需要被食物喂养，好让我们健壮；照样我们的灵魂也必须每

时刻被上帝赦免我们的慈爱所喂养，好让我们存活。 

o 既然基督在圣餐的圣礼中，以指定的物质作为上帝那高深莫测及超越物质的慈爱之记号；

那么我们在领受圣餐时，就必须谦卑地用我们的手和口，来接受与吃喝基督所指定的物质。

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单纯、真诚的信心，来‘吃喝’上帝那超越物质、超越人理解的慈爱。 

 

太 26:27-29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

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

喝新的那日子。」  

可 14:23-25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

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路 22:17-18;20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著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 只有路加记载基督两次提到杯。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在开始享用晚餐前，家中的长辈会在尝一口

杯中的酒后；向上帝祷告，述说上帝的恩惠，并向上帝感谢。 

• 在当天晚上，基督先为逾越节的晚餐向上帝感谢。在晚餐后，基督就用桌面上的饼和杯来设立一

个圣礼，好让祂的恩惠永远与教会同在。那时基督特别向门徒解释杯中的葡萄酒是表征：上帝对

罪人的大爱，借着基督的舍身流血，临到上帝所拣选的人。 

• 虽然基督在设立圣餐时使用了饼和杯两个物件，但是饼和杯都表征了同样的恩惠。基督重复使用

两个记号的目的：一方面是向我们保证上帝慈爱的真实，另一方面是体贴我们信心的软弱。 

• 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o 基督强调：祂的死不是失败，不是迫不得已，更不是表现基督崇高的品德。基督宣告：祂

将要面临的死亡，祂将要流出的宝血，是为了坚定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约。 

▪ 上帝为了让祂曾经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约能实现：即祂要永远成为我们的上帝，我

们也要永远成为祂的子民；上帝就在律法中，写下了祂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并为那

些违背上帝心意的子民设立了获得赦罪恩惠的祭祀。 

o 基督在设立圣餐时，向所有人宣告：祂将要流出的宝血，是向我们保证上帝赦罪恩惠的果

效；凡有信心接受基督宝血的人，都可以承受恩约的福分，享受上帝永远长存的慈爱。 

• 每当我们在领受圣餐时，必须注意以下要点： 

o 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记号表征及记号表征所代表的实质：圣餐中的饼杯，并非等同于上帝

的救恩。 



▪ 虽然基督使用物质表征非物质的恩惠；但基督并非要我们忽略它们两者的区别，用

其中一者代替另一者。基督要我们同时接受两者，并借着可见的物质来帮助我们思

想非物质的福分。 

o 既然上帝的恩惠是非物质的；我们就不可在任何物质中，寻找基督的身体和血。 

▪ 虽然基督曾经道成肉身，祂的身体曾经是可以被看见，可以被触摸的；但今天基督

的身体已经是从死里复活的荣耀身体了，祂已经升到天上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了。 

o 正如饼和酒是我们肉身的食物，喂养我们身体的需要；照样基督也告诉我们：我们灵魂的

‘食物’是上帝的慈爱和恩惠。 

▪ 上帝的慈爱和恩惠，就是上帝借着圣经的应许向我们所表明的善意：尤其是上帝在

我们还作罪人时，就差遣了祂的儿子为我们受死，成为我们的代赎。 

▪ 因此，基督以祂为我们承受死亡的身体及祂所流出的血，代表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

恩惠。 

▪ 然而，人肉眼看不见上帝的慈爱，人的手摸不着上帝的恩惠；所以基督为了坚固我

们的信心，祂用可见的饼杯表征祂的身体和血：就是上帝的慈爱，也是我们灵魂的

食物。 

o ‘吃喝’的用词是指当时基督所使用的饼和葡萄酒。当我们愿意接受饼和葡萄酒作为我们的

食物时；我们必须透过我们的口，作为接受食物的媒介。那么当我们愿意接受上帝借着基

督的身体和血向我们彰显的慈爱时；我们就必须以信心为‘口’，作为我们接受上帝恩惠的

媒介。 

•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o 虽然基督在圣餐中重复提到祂将要离世的苦难；但是基督为了安慰门徒的心，就立刻应许

门徒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 

▪ 基督告诉门徒：祂为自己快要回到父神那里而感到兴奋，并非因为祂可以结束地上

的工作，与门徒分开；而是因为祂将要把自己复活的生命赐给他们，使上帝与他们

和好，好让自己与门徒永远在荣耀的天国里同住。 

o 每次在圣餐中，基督都亲手将我们带到十字架之下，在那里基督以复活的盼望将我们提升

到天上：因为十字架是罪人通往天国的梯子。 

▪ 因此，凡拒绝让自己的罪身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拒绝与基督一同复活

福分。相反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 8:17） 

o 当基督应许我们：将来祂要在天国与我们在一同吃喝时；祂说话的重点并非指食物，而是

指圣徒之间亲密的相交。 

▪ 当天晚上是基督最后一次在肉身里与门徒一同吃喝，一同相交；因为当天深夜，基

督就要被犹太人逼迫，甚至被杀害。 

▪ 虽然福音书作者记载：基督复活后曾经与门徒吃喝；但是他们也记载：基督当时与

门徒吃喝的目的，并非与他们相交，而是向他们证明祂自己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 基督在这里所应许的‘吃喝’，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当我们都从死里复活，成为无罪

的完全人，被基督带进上帝的国度时；基督要以荣耀的肉身，永远住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相交。 

 

太 26:30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可 14:26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 只有约翰记载：基督当时还在房子里，以及祂后来与门徒在路上时所说的话和教导；其他福音书

作者直接记载：基督往犹大要出卖祂的地方走去；表明基督受苦受死是自愿的，因为祂愿意顺服

天父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