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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素祭的召會生活 

讀經︰ 

哥林多前書一章二節，九節，十八節，二十二至二十四節，三十節，二章二至四節，十二節，三章
十六節，五章六至八節，六章五節，十七節，十九節，七章二十節，二十四節，四十節，九章二十
二節，二十六至二十七節，十章十六至十七節，二十三至二十四節，三十一節，十一章二十七至二
十九節，十二章三節，四節，十一節，十八節，二十四節，二十七節，十三章四至七節，十四章二
十六節，四十節，十五章九至十節，十六章十三節。 

哥林多前書給我們看見一種特別的召會生活。因為這裏所啟示的召會生活有許多面，我們很難用一
個辭或一句短語，甚至一句話，摘述這召會生活。我們若在素祭這事上蒙到光照，看見這素祭描述
主耶穌在地上的生活，就能看見哥林多前書所描述的召會生活與主耶穌的生活相符合。這生活乃是
素祭的形成；哥林多前書所陳明的召會生活，可稱為素祭的召會生活。 

我們己經看見，素祭包含四種元素︰麵、油、乳香和鹽。細麵表徵基督柔細的人性；油表徵神的
靈；乳香表徵基督復活的馨香；鹽表徵基督的十字架，主觀的對付我們生活中一切消極的事物。 
  
我們也看見，素祭不帶酵或蜜。酵表徵罪和一切消極的事物。蜜表徵天然生命好的方面，包括天然
的愛好。 

我們若讀四福音，會看見素祭的四種成分乃是基督在地上之生活的成分，使祂成為真正的素祭。我
們既是基督徒，就該過主耶穌所過同樣的生活。這就是說，嚴格說來，基督徒的生活該是個素祭。 

有最高人性的生活 

我們的基督徒生活要成為素祭，就必須有最高人性的生活。這就是保羅囑咐哥林多人要作『大丈
夫』（林前十六１３）的原因。按照哥林多前書的上下文，作大丈夫的意思就是我們有一種高超
的、拔高的人性。 

我們若要有這樣的人性，就要自我節制。這是保羅在九章二十六和二十七節的話所指明的。『所以
我這樣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這樣鬥拳，不像打空氣；我乃是痛擊己身，叫身為奴。』這兩節啟
示保羅有高超的人性，他有強的、好的性格。他奔跑不像無定向的，鬥拳不像打空氣的，乃是攻克
己身。他是一個真正的人，在他的為人生活中有高標準的道德。 

林前十三章四至七節對愛有所描述。這描述實際上是給我們看見一個柔細的人性。四節說，『愛是
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在我們軟弱的人性裏，我們的忍耐是
很有限的，但愛是恆久忍耐。我們很容易嫉妒並貪心，但愛是不嫉妒。不僅如此，愛是不作不合宜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因不義而歡樂。（林前十三５～６上。）
反之，愛卻與真理同歡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十三６下～７。）
這裏描述了一個柔細的人性和高超的人格。這指明哥林多前書是論到拔高之人性的書。 

在林前十六章十三節，保羅不是說，『要作英雄；』乃是說，『要作大丈夫。』從每一個角度和每
一面來看，我們都該是大丈夫。從倫理的角度看，我們該是大丈夫；從自我節制的角度看，我們該
是大丈夫；從智慧和愛的角度看，我們該是大丈夫。這就是有拔高的人性。在哥林多前書，我們看
見真正的細麵。這卷書的確陳明了素祭的召會生活。 

在素祭的召會生活裏，頭一項乃是柔細、拔高的人性。我們若要有正確的召會生活，就需要有強的
性格。然而，這強的性格該是平衡的，因為不平衡的人性乃是偏倚的人性。所以，我們該刐剛強，
也該柔軟。在召會生活裏，我們若剛強而不柔軟，就會得罪人。雖然我們需要剛強也需要柔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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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該太柔軟。太軟的人就像麵條一樣。有一句諺語說，我們能拿起一支竹，卻不能拿起一根麵
條。聖徒若是太強或太軟，就無法過正確的召會生活。我們需要平衡。為著召會生活，我們需要作
有柔細、平衡、拔高之人性的人。 

基督－神所給我們的那人 
  
林前一章啟示，基督是神所給我們的那人。二節說，主耶穌基督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基督
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約翰三章十六節告訴我們，神愛世人－墮落的人類，將祂的獨生子給了我
們。現今基督是我們的，我們已經蒙召進入了神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林前一９。）我們
現在可以享受祂、有分於祂、並彼此分享祂。 
  
不僅如此，一章三十節說，『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
公義、聖別和救贖。』我們得在基督耶穌裏乃是出於神，基督又成了給我們的智慧。這樣一位基督
已經賜給了我們。 

基督是神給我們的禮物。這禮物乃是一個人；祂是神的兒子，祂也是神人。並且神已經呼召我們進
入了對這禮物的享受，又使這禮物對我們成了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這是林前一章所啟示的那
人基督。 

神的靈 

素祭的第二種成分是油，表徵神的靈。關於那靈，哥林多前書說了許多。保羅在二、三章說到神的
靈。他在二章四節說，他說的話，講的道，乃是『用那靈…的明證；』在十二節，他又告訴我們，
我們已經領受『那出於神的靈，使我們能知道神白白恩賜我們的事。』然後在三章十六節他接著
說，『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麼？』許多基督徒沒有看見他們是神的殿，神的
靈住在他們裏面。你知道在你日常生活中，有一位住在你裏面麼？你領悟神的靈是以你作祂的居所
麼？那靈已經賜給了我們，現今祂就住在我們裏面。 

保羅在六章十七節說，『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這指明了主這靈與我們的靈調和。
因著我們與主是一靈，我們就是祂的一部分。這不是說，我們成了那是敬拜對象之神的一部分；乃
是說，我們在生活的經歷中成了主的一部分。在我們的靈裏，我們與神聖的靈是一。我們已經為那
靈所調抹，甚至與那靈聯合了。我們不僅領受了聖靈，我們已經與祂是一。 

我們若沒有與那靈是一，就無法有召會生活。召會生活乃是為聖靈所調抹並有聖靈調抹之人性的生
活。我們與聖靈是一，就需要留在這一的裏面。       

在復活裏的基督 

在哥林多前書我們也有乳香，就是在復活裏的基督。事實上，十五章整章是講復活的事。所以，我
們在這卷書裏的確看見復活基督的馨香之氣。 

有些基督徒被魔鬼欺騙，說沒有死人的復活。保羅與他們爭辯說，『若沒有死人的復活，基督也就
沒有復活了；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揚的，便是徒然，你們所信的，也是徒然，我們也就被發
現是神的假見證人，因為死人若真不復活，我們就是妄證神叫祂所沒有復活的基督復活了。因為死
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林前十五１３～１６。） 

在十五章九、十節，保羅說到他對復活基督的經歷。首先，他在九節說到自己是『使徒中最小
的。』然後在十節他說，『然而因著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恩臨到我，不是徒然
的；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在這節裏，神的恩等於復
活，等於復活的基督。我們今天正在享受之神的恩，就是在復活裏的基督。就保羅而論，他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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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乃是神的恩；意思就是說，這不是我，乃是在復活裏的基督。  

保羅在五十八節給我們鼓勵的話﹕『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
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我們的勞苦不是徒然的，因為我們不是在
自己天然的生命裏勞苦，乃是在基督的復活裏勞苦。我們在祂復活生命裏為著祂的勞苦，絕不會是
徒然的。 

留在我們於其中蒙召的身分裏 

在七章保羅囑咐信徒留在他們於其中蒙召的身分裏﹕『弟兄們，你們各人是在甚麼身分裏蒙召，仍
要與神一同留在這身分裏。』（林前七２４。）他用奴僕作比方。『你是一個奴僕蒙召麼？不要在
意；但即使你能自由，也寧可仍用奴僕的身分。因為一個奴僕在主裏蒙召，就是屬於主得自由的
人。』（林前七２１～２２上。）保羅不是在作釋放奴僕的工，乃是鼓勵作奴僕的信徒留在奴僕的
身分裏，就是留在他們在其中蒙召的身分裏，過一種能忍受奴役並勝過奴役的生活。奴僕特別有機
會，證明復活的實際，並藉著過勝過一種奴役的生活來榮耀基督。這樣的生活是何等的見證！ 
  
對於婚姻生活，原則是一樣的。保羅說，『妻子不可離開丈夫。』（林前七１０下。）他在十二、
十三節接著說，『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不要離棄妻子；妻子有不
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她同住，她就不要離棄丈夫。』這要求有高超的人性。今天有許多離婚，
原因就是人的人性太軟弱了。要與難相處的丈夫或妻子同住，要求我們作『大丈夫，』且有拔高的
人性。 

我認識一對夫婦，他們在得救以前決定離婚。他們不再相愛，就決定離婚。然而，他們聽見福音，
接受主耶穌，並且得救了。從那時起，他們有另一個人活在裏面，拔高了他們的人性，改變了他們
的性格。他們就放下離婚的念頭，開始甜美的、在基督復活的馨香裏活在一起。接觸到他們的人，
都能感覺到基督復活生命的馨香。 

保羅在林前七章的說法非常不尋常，也非常有智慧。他沒有強迫一位弟兄與妻子同住，他乃是囑咐
聖徒留在他們於其中蒙召的身分裏。結了婚的就不該離開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因為離開自己的配偶
實際上就是離開神。已婚的信徒要在神面前與他們的配偶同住。 

這裏的點乃是，聖徒不該期望改變他們的身分。關於這事，我們可用保羅作例子。他是一個生在羅
馬帝國裏的猶太人。然而，他從不鼓勵猶太人釋放自己脫離羅馬人。反之，他在羅馬十三章囑咐聖
徒要服從羅馬帝國的權柄。這指明他鼓勵他們不要改變自己的身分，乃要留在他們於其中蒙召的身
分裏。 

這身分越差，人就越有機會活基督。那些作奴僕的人，當他們在奴役中的時候，能在復活裏活基
督。這就是作大丈夫。我們都能成為被那靈調抹而與那靈聯為一靈的人，我們也能完全在復活裏，
彰顯復活基督的馨香之氣。 

基督的十字架 

素祭的第四種成分－鹽，也見於哥林多前書。保羅寫信給哥林多人的時候，說到基督的十字架和釘
十字架的基督。『猶太人是求神蹟，希利尼人是尋求智慧，我們卻是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林
前一２２～２３上。）保羅不是說他傳揚得榮耀的基督，乃是說他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保羅不是
傳揚神蹟或智慧，他乃是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 

釘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不作任何事來救自己的基督。當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祭司長和經學家
也是這樣戲弄祂，彼此說，祂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
來，叫我們看見就信。』（可十五３１～３２上。）無論人怎樣向祂挑戰，主耶穌仍留在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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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作甚麼來救自己。 

對哥林多人，保羅傳揚這樣一位釘十字架的基督。這對希利尼人為愚拙，他們誇自己的文化和智
慧。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樣。人仍誇自己的文化和智慧，我們需要向他們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  

林前一章十八節說，『因為十字架的話，對那正在滅亡的人為愚拙，對我們正在得救的人卻為神的
大能。』藉著福音的傳揚，十字架的話就能拯救人。我們傳福音若要有能力，就需要過釘十字架的
生活。我們必須學習過釘十字架的生活，每天讓十字架除去自己。我們可能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經
歷這事，因為每個妻子都是她丈夫的十字架，每個丈夫也都是妻子的十字架。這個安排是為叫我們
被鹽醃，這乃是出於主的主宰。 

我們不僅在婚姻生活中被鹽醃，也在召會生活中被鹽醃。召會生活中的確有鹽醃的事。一面，在召
會生活中我們有喜樂；另一面，我們也有從鹽醃而來的不愉快。在深處，弟兄們可能覺得自己被姊
妹們用鹽醃了，被除去了。姊妹們對弟兄們可能有同樣的感覺。召會生活中有許多用鹽醃的事。 

在哥林多前書，保羅不是教導我們要得榮耀，乃是教導我們要被釘十字架。沒有十字架，就沒有召
會生活。沒有鹽就沒有素祭。素祭必須加上鹽。 

對付酵－犯罪和消極的事 

我們已經指出，素祭中沒有酵或蜜。哥林多前書同時對付了酵－犯罪和消極的事，以及蜜－天然的
生命。五章六節下半至八節對付了酵。『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你們要把舊酵除淨，
好使你們成為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樣，因為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所以我們
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誠真實的無酵餅。』這裏我們看見召會生活
中不容忍有酵。 
     
對付蜜－天然的生命 

林前十五章十節指明，在保羅的經歷中，蜜－天然的生命－受到對付。他在這節回想說，『我比眾
使徒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保羅的勞苦不是憑著他，不是憑著天然的生
命，不是憑著蜜。  

保羅當然不是一個性格軟弱的人。他得救以前，性格非常強，帶頭逼迫聖徒。但他得救以後成為使
徒，比其他使徒更勞苦。然而，他的勞苦不是在天然的生命裏。  

在召會生活裏，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愛好該受到對付。這就是說，召會生活中不該有蜜。我們都喜
歡天然並活天然的生命，但在召會生活中，不許可有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必須被治死。天然生
命的蜜必須被鹽殺死，被基督的十字架殺死。 

我們不該在素祭裏放酵或蜜。這就是說，我們在召會生活中不該有消極的事或天然的生命。   

一個餅 

召會生活乃是林前十章十七節的一個餅所表徵團體的素祭。『因著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
個身體，因我們都分受這一個餅。』這餅表徵團體的生命。 

我們有分於主的桌子時，就享受這團體的生命。你是自己領受餅和杯麼？當然不是！你是與眾聖徒
一同有分於餅和杯。這是交通的事。十章十六節說，『我們所祝福的福杯，豈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
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基督身體的交通麼？』原因就在於此。因為這是交通的事，所以我們
是團體的分受餅和杯。這團體的分受乃是召會生活的表徵，也是召會生活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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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所說的一切，都與召會生活這團體的生活有關。按照這卷書，為著這團體的生活，我們
需要作大丈夫，為聖靈所調抹，活在十字架下，過一種帶著基督復活的乳香，卻不帶酵或蜜的生
活。這就是作素祭的召會生活。 

整個召會生活乃是一個素祭。在這素祭裏，上好的分是給神享受的，剩下的是給我們領受，作我們
事奉神時日常的食物。所以，我們乃是素祭，作滿足神並餧養人的食物。     

神要在每個地方都有素祭。祂渴望每個地方召會都是滿足祂的素祭，並且每天給聖徒完滿的供
應。  

我們的飢餓得著滿足，不僅是因著基督，也是因著召會生活。召會生活滿足我們，因為召會生活是
團體的素祭，上好的部分是給神的，剩下的是給我們的。所以，我們是因召會生活得餧養，也是以
召會生活來餧養的。召會生活乃是作我們日常供應的素祭。為著素祭的召會生活，阿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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