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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件事在四卷福音书里都有记载。其中只有《约

翰福音》告诉我们那是在逾越节其间。6：4 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而约翰告诉了我们? 因为约翰在这个故事

结束的时候，把耶稣的话详细地写了出来：我就是天上赐下的生命粮；人若吃这

粮，就永远活着。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到耶稣行了此神迹之后训斥犹太人，但约翰福音

里有：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

饱。你们看见了神迹，却不知道神迹的目的。此神迹是证明我就是从天上赐下吗

哪；你们吃我，就有了生命；你们若不吃、不信，你们将死在罪里。 

你会不会以为约翰先是提到逾越节，然后是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是个巧合？

不，这不是巧合，基督的教导说明，这个神迹与他的身体、他的血和他将要赐的

生命直接相关。 

现在就让我们仔细地来看五饼二鱼的神迹。6：10-11 节：耶稣说：‘你们叫

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就分开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 

从字面上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所有的福音书里描述的都差不多。

比方路加福音第九章说：耶稣叫众人坐下之后，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

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其它两卷福音里也是类似的描述，他们

坐下，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把饼分给众人。不同之处在于，约翰给了

我们一点暗示:基督祝谢、掰饼是在逾越节其间，他分饼给众人是在逾越节其间；

一年后，他在逾越节其间死在十字架上。约翰写这些事的时候，是知道这一切的。

最后的晚餐上，他和主坐在一张桌子。从字面上看，约翰写的喂饱五千人和路加

写的差不多，但约翰绝不是在重复路加福音，他先是提到，那是在逾越节，后来



又告诉我们，耶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血是可以喝的。让我们再来看《路加

福音》22 章 13 节：他们就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

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这句话和我们刚才读的约翰

福音 6：3 非常相似。路加 22：19 接着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

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相似性：6：3-4：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

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6：11：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开给

那坐着的人；然后他在 6：35， 53， 56 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

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你看，路加在 22 章里说的，他没有在第 9 章说。约翰

在他写的福音书里，没有记录主的晚餐，但他把这记录在了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这

段里面，并且还特意提到那是逾越节。 

从这一切上，约翰看上去是在教导我们关于基督的死，和最后晚餐。尽管

这可能不是约翰记录这个故事的唯一目的，但我们很难错过《约翰福音》第六章

和主餐的联系、主餐的意义、人参与主餐的必要性以及主餐的时间。也就是说，

这一切把第六章和主餐联系在一起。假如你一读上去没有直接读出来，但至少从

耶稣在第六章的教导上，可以知道主餐的意义。 

加尔文不想给罗马天主教在弥撒仪式上的圣餐变体论找任何借口，因此他

在解释《约翰福音》第六章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主要不是教导主餐。基督是要我们相信他、

凭信心参与领主餐。这一点儿也没错。 

因为罗马天主教认为，主餐上的饼与酒就是基督的实际身体和血液。加尔

文接着说： 

但我承认，约翰福音第六章里所教导的，确实象征性地代表了主餐、并且

事实际上赐给了他的信徒。基督设立主餐就是证实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教

导。 

加尔文是说，基督设立的主餐，就是对《约翰福音》第六章这篇讲道的证

明和印记；从字面上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所教导的不是主餐，但实际上主餐里

的饼和酒所代表的，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的饼与酒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所教导的。那么一会儿我们从这张桌子上领受的到底是什么?(注：普牧师是指着

台下的主餐桌子说的。像其它改革宗教会一样，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领圣餐) 我们吃

的饼就是基督的肉体身子吗？我们喝的葡萄酒就是基督的真实血液吗？不，就像

当时耶稣分给门徒们的饼不是他的肉体，酒不是他的血液一样。门徒们没有吃惊

地说，看哪，主行神迹把他的身体放到饼里去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领受的

一点都不比基督为罪人破碎流出的真实肉体和血液少。你们与之有份的，是主的

身体和宝血。《约翰福音》第六章说的明明白白，你若不吃基督的身体，不喝基

督的宝血，你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并且，这吃、喝是凭着信心，等一会我们凭

着信心到这张桌子上领受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宝血。我一般不在讲道的时

候读<信仰告白》（注：即：西敏信仰告白），因为我们的信，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告

白》，而是圣经的话。但今天我想要读给大家听的，是西敏信仰告白《小要理问

答》作者们直接根据圣经的话给出的答案。 

第 96 问：什么是主餐？ 

答：圣餐是圣礼。我们在其中照基督的吩咐分发并领受饼和酒，以表明他

的死；配领受者并非属物质地或属肉体地，而是藉着信心领受他的体和血，以及

其一切恩惠，使他们的灵命得滋养，在恩典里有长进。 

这句话很长，也很不容易理解。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基督在这件事上的教

导的确非常难懂。他既没有简单地说，主餐就是为了纪念我，也没有单单说，饼

和酒就是他的身体和血液。基督设立主餐的时候，他人还在那里，但他却说了如

此惊人的话：这是我的身体，你不吃就没有生命；这是我的血，你不喝就不能活。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话也很强烈。 

《小要理》答案中第一点是：领受饼和酒是 表明主的死。这话是从哪儿来

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哥林多前书 11：26）。保罗说 表

明主的死，不是说我们口里的话，而是我们吃饼喝杯的行动在宣告基督为罪人被

钉十字架而死。我们的行动就是宣言，宣告基督的身体为罪人而破碎。 

答案的第二点是：我们与主的身体宝血有份 （注：上述译本用了 ‘我们在

其中’）。请注意，要理问答特别强调我们是籍着信心领受。没有信心，饼和酒本

身是无益的。所以关键是信心。洗礼也一样。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我们都凭信

心为他们施洗。那受洗之人回头看的时候，可以说，我信的是这洗礼的神；我信



的是把信心带给我的圣灵；我信的是基督耶稣受了死的洗礼。约翰在第六章里告

诉我们，无论是谁，信的人就有永生。圣经明确地教导，假如你不在基督里，基

督不在你里面，你就没有生命。你必须在基督里，基督必须在你里面。基督在后

面的十五章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接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

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基督在这里教导了两件事：常在他

里面的，接果子，得永生；不常在他里面的，扔到火里，遭永刑。所以，常在他

里面，他就常在你里面，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必要条件。这也是 6：56 所教导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常在他里面的方式就是吃他的

肉喝他的血。基督说的吃喝就是到他这里来、信靠他。你若常在他里面，他也常

在你里面，那么基督所成就的都是你的；你所做的就是他的。基督复活时，父称

他为义，升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为君王祭司；如果你在他里面，他也在你

里面，那么这一切都是你的事实，你的将来。子所有的，就是你的；你所有的，

都在落在了各各他的十字架上。这不正和我们在亚当里面一样吗？我们没有在乐

园里；我们没有作出那个决定；旧约、使徒保罗明确说明，亚当的就是我们的；

我们在乐园里参与了亚当的所做作为；他代表了我们，因此我们都成为罪人，都

被定罪。基督说，为了除去这一切，你们必须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不然的

话，你们就没有生命，就死在你们的第一个父亚当里面。 

让我再来问你们一个问题：逾越节是关于什么的？当然，那是以色列人在

埃及作奴隶时，神所设立的，是神显示给法老看的最后一个神迹，显明他是掌管

万有的王。他叫每个以色列家庭杀一只羔羊，把羔羊之血涂在门框上；快速地把

羊烤了吃。神应许说，凡门框上有羔羊之血的，灭命天使就会越过去。而没有羔

羊之血的，就必遭惩罚。神要求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是一次性的呢？还是经常性

的？他们被从埃及救出来发生过几次？只有一次，对吗? 但神命令从此以后，每

一代以色列人都必须守逾越节、吃逾越节宴席。当他们吃的时候，他们是在干什

么？他们是在参与那一次性的出埃及。不是他们回到那里，重新体验；也不是将

来再回发生，而是当他们吃的时候、当他们纪念的时候，神就悦纳了他们；他们

便与那个事件有份；神对以色列的后代说：你们被救出、得自由。记得《申命记》

里神对第二代以色列人说的话吗？就好像他们当年也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从奴



隶成为自由人。原因是，他们参与了这个圣约纪念，一代接一代，直到旧约结束

新约开始。以色列人仍然可以说 ‘我’ 、‘我们’是埃及的奴隶；‘我’ 、‘我

们’得了自由，因为我参与了逾越节。 

主餐所发生正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仪式。主餐是纪念，但不是我们以为

的纪念。我们概念里的纪念，是主观上想起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纪念是圣约的

纪念。在此纪念仪式中，我们参与了历史、参与了此事件。所以，今天早上你们

领圣餐时，不是耶稣重新被钉十字架，而是我们参与了被钉十字架；否则，我们

就没有生命。你们知道，神将要审判这个世界。任何犯罪的人，都将承受他的忿

怒惩罚。你、我之所以能够活，是因为神越过了此审判，是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忿

怒降在了十字架上,审判了他子民的罪。当你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不仅是吃

喝，而是高声喊出：凭着信心，我是十字架的参与者！基督在那十字架上代替了

我；我在十字架上和他同死；现在我活在他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 我已

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被钉在那十字架上了吗？是，也不是。他的身体当时

没有在十字架上，但因着信心，他参与了十字架，所以他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也是为什么他对歌罗西教会说,你们已经和基

督同死，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不仅仅是纪念基督，并且是凭信心与基督的死有份；

我们参与了被钉十字架，因此神的忿怒就不再临到我们。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

十章，在读 16 节之前，让我们先来读一下 14-15 节，了解上下文： 我所亲爱的

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

我们再看 10：16-18：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

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

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

吗？ 

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参与’‘有份’这个希腊原文

‘coinonia’一词，通常也可作‘交通’‘分享’。但是我们应该来看保罗说话的

上下文，他的意思是‘交通、分享’‘具有一种关系’吗？当我们说我们与基督

的血‘coinonia’时，我们是在和他的身体和血‘分享或具有关系’吗？从抽象

概念上，我们一般不会这么用。但‘coinonia’这个词不单单是‘具有关系’，



还有‘参与’或‘有份’的意思。我们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的文学作品里也知

道，‘coinonia’常常用在‘参与’‘有份’上。也就是说，当 coinonia 这个

词用在抽象概念上时，经常是指‘参与’或‘有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这里的用法也是这样。并且不光是这在这里，他在腓利比书第三章里也说：使我

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

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很明显，他说的‘一同受苦’就是‘参与’基督受苦的意思。 

（注：这样看来，16 节和合本翻作‘同领’的这个词，是‘参加、参与’，而中

文单译作‘同领’似乎不那么清楚） 

因此，当我们凭信心吃饼喝杯的时候，圣灵使我们和基督的身体、宝血以

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赎买来的一切益处有份。凭信心与基督有份，不仅发生在领

圣餐的时候，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但神赐给我们圣餐，好坚固我们的信心，

并且他应许在这里和我们相见，赐给我们祝福。好叫我们知道，如果我不吃基督，

我就没有生命，就不能活着。我们不常常在那里怀疑吗？我怎么知道我在基督

里？我的言行常常不像是在基督；有时候，我恐惧害怕极了。我不知道基督是否

真的爱我。神说，你们吃这饼、喝这杯，以你们的吃喝宣告：基督为罪人死了；

同时，你们也以吃喝宣告，那些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也在他们里面，他们有永生。 

你们注意到没有？基督说，吃（圣餐）是信他的一部分。为什么是吃呢？

我们知道逾越节牺牲羔羊被杀、烤好，以色列人吃。你也可以问：为什么吃？因

为那羔羊代替了他们，与那羔羊有份，你就要吃羔羊；旧约里的平安祭也一样，

你杀了那牺牲，献在祭坛上，然后吃那牺牲，象征着这祭是为了我，我在这祭里

面，摆在祭坛上，除去我的罪，使我得到那牺牲的益处。所以基督说，你们吃我

的身体喝我的血，就有生命，我就在你们里面。 

等一会你们领圣餐，神说吃这饼喝这酒的这个行动表明了基督在你里面，

你在基督里面。如此，你必活着。他邀请你到这张桌子上来，不仅仅是纪念，并

且是要你信；你在吃的过程中，所接受的就是基督自己！不是靠你的嘴吃进去，

而是神的灵赐给你。这也是为什么，这张桌子被称为祝福之桌。这不是一章恐惧

害怕的桌子，使你到面前来说，我是个何等败坏的罪人，让我记住我所犯下的一

切罪，看我是否配领此圣餐。今天早上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你已经认了罪，已

经因着信蒙了基督的赦免；你来参与圣餐，与基督的身体有份，知道基督为了你



的罪死了；若他在你里面，那么他的所有都是你的。你当喜乐，因为神在基督里

对你满了恩典。让我们一起吃、喝，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人罪被钉了十字架，为罪

人为你被破碎，流出宝血。 

让我们一起祷告。 

注：翻译《约翰福音》13 讲时，正赶上普牧师讲一个新的系列，其中有一

篇就是关于圣餐的，因此把它翻出来附上，作为《约翰福音》这一讲的补充材料。 

《圣餐》 

哥林多前书 11：23-26； 利未记 24：5-8 

普杰西牧师 

21017 年 8 月 23 日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记得小时候去的那间大型的美南浸信会

里，这句经文被刻在圣餐桌上。去年我在田纳西州担任作牧师的那间教会，也把

这句话刻在圣餐桌上。这是主耶稣说的话，非常重要。但我担心的是，我们常常

没有真正地理解这句经文，把重点放在了这句话里不那么重要的地方。在绝大多

数福音派教会里，我们把主餐只看作是纪念，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因为大多数人

认为，领圣餐是基督徒，也就是我们自己，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

认真严肃地思考自己的问题，并且悔改。这就带来了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每个主

日都领圣餐呢？我省察自己够不够？我是否配领圣餐？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领

圣餐主要是我们的行为和思考。毫无疑问，我们的纪念是圣餐的一部分，但我们

应该问的问题，但很多人连想都没想过的是：圣餐的最主要内容是什么？神为什

么命令我们要如此行？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

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的(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



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面主的死，直到他再来。 

第一点比较简单：我们先来看神要求我们在领圣餐时做的事：你们应当如

此行。从语言上看，这是保罗的整个这段话里唯一的动词。我们翻作‘纪念’这

个词好像是动词，但实际上原文是个名词。换句话说，保罗要求我们去做的，或

‘如此行’就是吃饼喝杯。这个要求看上去很简单易懂，但我们在领圣餐过程中，

常常容易忽视‘吃、喝’这个命令，而把注意力放在‘纪念’这个思想活动上。

这个命令保罗重复了几次：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所以，在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所应该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拿起饼来吃、拿起杯来喝。这就是神在领主餐

时对我们的命令。 

第二点就不那么简单：作为我的纪念 (注：和合本翻作‘为的是纪念我’)。

很多人把此理解成为，我们吃喝主餐是为了纪念耶稣。这和语言的使用有关系。

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去参加某人的‘追思礼拜’（注：中文翻作‘追思’的这个

词，英文是 memorial,即：‘纪念’的意思），进去的时候，会拿到一张节目单，上

面印着醒目的标题: 《约翰·史密斯的纪念》（注：这当然是英文的表达方式）。《约

翰福音》里主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作为我的纪念。这在我们听来，和上面的

追思礼拜的表达方式差不多。追思礼拜上，我们回忆约翰·史密斯的一生，我们

怎么认识他的，他所做过事情，他是一位好丈夫或者好父亲，等等。这也是今天

我们在领圣餐时所做的，纪念耶稣所做的，思想他为了我们被钉十字架。但是保

罗在这段经文里没有这样要求我们。作为我的纪念 是不是这个的意思？ 

在我们国家，‘纪念’即使是现代的用法，也有比上述所的含义更多。比如

说，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它是一个客观象征，它在诉说那些为了这个国家而死

去的人们。当你从那里走过的时候，和你的主观思想没有关系；它在那里见证那

些牺牲的人们，与你的观点、思想无关。因此，‘纪念’不仅仅是个人的怀念记

忆，更是在述说某件事情、见证某件事情。 

哥林多前书 11 章的这段经文里，我们译作‘我的纪念’或‘纪念我’的希

腊原文是两个词。问题是：圣经是这样使用这两个词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前

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整个这段经文里，唯一的一个动词是‘如此行’，作为纪念。

这两个词或这两个词所组成的词组可以在旧约里找到。我们可以从旧约在这两个



词的使用上知道保罗说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保罗的教导里常常引用旧约，这两

个词的使用也不例外。他使用这两个旧约已经用过的词来提醒读者。今天早上我

们读了《利未记》24：5-8 节，摩西告诉他们，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代表

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分两行摆列在桌上，又把乳香放在饼上。香气上升，献给

耶和华。摩西是这样说的：又要把乳香放在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

耶和华。请大家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描述方式和保罗在哥林多前

书 11 章的的描述方式一模一样。作为纪念 这两个词在利未记和哥林多前书里使

用了完全相同的顺序，含有同样的意义。保罗从利未记里把摩西的这个表达拿来

用在了主餐上。很明显，饼和乳香香味上升，和人的思想无关。乳香不是在提醒

任何人去回忆什么，而是作为纪念上升到神那里。或者说，随着香气上升，它在

神面前作见证。著名的信义宗解经家卡尔·迪勒曲在他的《利未记注释》中这样

写道：当这十二个饼和上面的乳香代表了献祭人，摆在祭坛上，香气上升时，是

在向耶和华诉说：‘请纪念我’。十二个饼代表了你所拯救的十二个支派。你说过，

你要恩待我们，请纪念你说过的话，纪念你立的约，纪念我们。我们是你的子民。 

所以，哥林多前书说的‘作为我的纪念’，就像越战纪念碑一样，是在作见

证，见证我们是你的儿女；听众是神自己；纪念基督为他的子民所作的牺牲。也

就是说，主餐是以客观的方式证明，我们是你的子民，这是你的应许。基督在设

立圣餐时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神是说：我和这新的国、新的民立约，他

们是信我儿子的人；我为他们设立这顿圣餐作为纪念；这圣餐是我们立约的记号。

说到约，我们应该知道旧约里约的记号与其功能。我们常常因为对一件事情太熟

了，熟到一个程度，不管你听过多少遍相反观点，你仍然坚持已经在你脑子里形

成了的观点。挪亚时代神用大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之后，他与全地立约，说从此

以后不再有大洪水。他让彩虹挂在空中作为记号。每一次看到彩虹，我们会想起

什么？我们想起神不再发大洪水淹没世界，对吗？不！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神说，

每次我看到彩虹，我会纪念我发誓立约，不再发大洪水。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怪？

神为什么需要记住呢？我们什么时候听见过神老了、记忆了减退了？是的，听上

去的确很奇怪，但这就是圣经的话。 

记号是一个可见的记号，观众是神自己；记号的效果是神会纪念，纪念他

立的约，纪念他赐的应许。再举以色列大祭司的例子。《出埃及记》28 章和 39



章的有些经文读来显得冗长，我们往往心不在焉。大祭司进至圣所，到神面前的

时候，要带上胸牌，胸牌上有十二块宝石，代表了什么？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这些宝石被称为什么？纪念宝石 (出埃及记 28：29 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不

是让大祭司记住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而是大祭司胸佩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

胸牌，来到神面前。于是神就会纪念他所说过的话。正是这样的语言，使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里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作为我的纪念。请注意，保罗没有说，你们

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你们来纪念我。而是 你们应当如此行，作我的纪念。他为

什么这样说？好消息！保罗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没有让我们去猜。 

今天早上的最后一点： 为的是宣告。保罗告诉我们 应当如此行的原因: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面主的死，直到他再来。保罗是说，在你们每一

次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不是用言语，而是以行动表明或宣告基督的死，他的身

体破碎，他的宝血流出。 理查·巴克斯塔 (清教徒神学家)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写

道: 主餐是教会用以向父表明，这是他们所信靠的、为了除罪而作的牺牲；他们

盼望神会悦纳他们。 

我们的《告白》（即：威明斯特信仰告白）这样说：我们以分、领饼与酒，表明基

督的死。 

一会儿我们就要来将这饼掰开，将这杯传下。为的是表明、宣告一个纪念。

谁是我们的听众？是神自己。我再说一下，这话对我们来说，听上去很奇怪。因

为我们早已习惯地认为是我们自己在纪念基督。但神要求我们做的只有一样：吃

这饼喝这杯。我们的掰饼喝杯表明基督为罪人死了；我们的掰饼喝杯请求神纪念

我们；纪念你说过的话；纪念你与你的儿女立的约；你说过，任何信你儿子的人，

任何在你儿子里面的人，你必不审判；求你纪念，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

今天早上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神的纪念，而不是我们的纪念。我们一个礼拜接

一个礼拜地如此行，是为了向神表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安慰不在我们自己里

面；不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不是因为我们为自己的罪后悔，是因为你说过，你满

有怜悯，你必怜悯任何信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求你实现你的应许。 

这种观点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早已知道万事，但圣

经就是这样教导的。想一想神在历史中立下的所有约，想一想神说到他自己的时

候的话吧。 请听《出埃及记》第二章的话：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



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猜猜神就怎样？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请注意，无所不知的神，选择了使用这

样的语言：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做的。我们以吃饼喝杯的行动对神说，求你纪念耶

稣基督，纪念他的身体为罪人破碎，他的宝血为罪人流出。我们承认，即使是我

们最好的记忆力也永远不够，哪怕是我们不停地认罪悔改也根本不足；无论我们

怎么预备，我们永远也达不到配领圣餐；唯一能使我们与圣餐有份，能使我们在

神面前能够拿起饼、举起杯来的，是基督的献上、基督的牺牲。愿我们记住这一

切，让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来按照他的命令，如此行。 

让我们一起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