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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分享:吃出新關係】                    張義金宣教師 

關係是人際互動中最玄妙的學問，而吃飯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來

建立關係，但亦可引發風波。正如路加福音五 27~32 記載了耶穌呼

召利未後，一班人原本在吃飯慶祝，卻發生了一則小風波。 

 

當利未有幸被主揀選作門徒後，按道理，他可為自己有機會翻身、

為展開人生新一頁而慶祝，但經文卻記載了他在家裡「為耶穌大擺

筵席」，因為能與這位大人物同在已具足夠的理由去慶祝。而且，

利未廣邀許多舊同僚「稅吏和別人」(代表罪人及可能是一些不太熟

識的人)坐席，讓他們在輕鬆自在的氣氛下認識新的信仰群體，不單

可耳聞利未及其他信徒的見証，更可認識耶穌的風采。對利未來

說，這是一個分享喜樂的接待行動；對參加者來說，這是一個經驗

被接待的恩典時刻。例如我初信主時也有幸被一些熱心夫婦接待到

家中吃飯及參加小組聚會，我以朋友的朋友身份出席，因而經驗被

接待的溫暖和接納，教會是一家人的觀念是從吃飯和被接待的經驗

中慢慢孕育出來。 

 

但問題在於坐席中有「罪人」，正常人和邊緣人同坐同吃是不合當

時的文化禮儀，因為接待客人往家裡吃飯是一項親密行動，代表彼

此有關係，故需要謹慎選擇吃飯的對象；更何況接觸罪人是不合乎

律法的約定條文，會帶來不潔，不潔會帶來生活上諸多限制和不

便，故法利賽人和文士向門徒發怨言，指出他們的踩界行為。 

 

這吃飯事件的張力在於守住規矩、還是接受別人的接待重要？在安

全網內與熟悉的群體吃飯、還是跨界和一些看為不值得的陌生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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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好些？值得留意的是馬太和馬可同樣記載了此事，但唯獨路加強

調法利賽人埋怨的對象是門徒，不是耶穌，似乎想迫使門徒在這種

二元論的思考模式中打滾，帶來選擇兩難的局面。感恩是耶穌不困

在二元論的狹隘思考中，反教導各人認清自己的身份角色 – 大家

本是罪人，而主的使命是叫罪人悔改；現在一班悔改的罪人為主慶

祝吃飯，那不潔的問題就變得不再重要，因不潔帶來最大的障礙已

經消除 - 信徒可以和永生神復和關係這件大事已值得大肆慶祝

了！  

 

我們當感恩主耶穌突破傳統的枷鎖，不厭棄罪人，用吃飯的行動來

表達衪如何接納及愛惜罪人。當關係不以計算行事，不貼標籤，只

享受當下的同在時，這就是真誠的關係。 

 

並且，當我們能擁抱到我們也是蒙恩悔改的罪人時，就越能參透被

主接納和揀選這份恩情的厚度，就越能像利未或門徒一樣，將款待

之道延伸到身邊的人，學習放下成見及戒心，在恩賜及能力範圍

內，接待朋友或一些不相熟的人來分享與主同在的筵席。 

 

在靈修傳統中，接待被視為一種操練，當信徒願意學習款待和認識

一些不相熟的人，當中涉及預備食物、執拾清潔等表層服事，但更

深層次的是開放自己的生命去分享、學習接納及聆聽對方的不同，

這些卻是冒險的成長旅程，但當我們願意因愛主的緣故而付出少

少，便經歷突破自我及祝福他人的喜樂。例如在學習接待的初期，

容易跌入期望別人讚賞或回報的陷阱，因我們深受中國人回禮的文

化影響、或不自覺地以別人的認同來滿足內心的價值感，當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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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察覺時，可求主轉化及更新這些觀念，從而經歷不問回饋的接

待是何等的自由和喜樂。  

 

教會是一班蒙恩的罪人被呼召出來學效基督，當中最大的功課是學

習如何彼此相愛，或許，接待是一個實際可行的方法給大家操練，

難怪彼得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

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四 9~10)  

 

接待不一定是請客或吃飯，而是主動地向教會裡/外一些熟識的陌

生人釋出善意，來拉近彼此的關係，方法可以有很多，例如一個微

笑、招呼、閒話家常、或一齊吃飯。至於邀請誰人來進入你的信仰

生活群體，誰人是你的鄰舍，願利未這頓吃飯的小插曲能拉闊我們

的胸懷。 

 

不過，從吃中建立關係，確是一個不錯的嘗試呢。 

 

所以，多加團契今年以吃為主題，旨在從吃中去建立彼此的關係。

繼之前推出吃出家鄉情後，今天崇拜後我們舉辦另一個吃的主題，

就是「吃出健康又環保」，歡迎大家出席，一同學習如何吃出新關

係：吃，不再單純為自己及家人健康，也可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

用吃得醒目的行動來愛護神所創造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