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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過神明的食物可以吃嗎？

第一世紀的哥林多是羅馬帝國重要商業大城，絡驛

不絕的經濟活動，也匯聚了所謂司掌各行各業的眾神

明。作為社會中的小群，哥林多教會不少信徒來自他宗

教，即使歸信基督，仍遺留過去的信仰觀念感。身處在

眾神充斥的文化裡，連日常飲食都深受影響。

當時，人們所食用的肉品，絕大多數出自異教神廟。

獻祭的動物除少部分燒化外，大部分則分配給神廟祭

司與獻祭的信徒。這些祭肉在自用之餘，也會流入市

場，成為一般人可購買的食材。此外，為了做生意，

哥林多到處是熱鬧的社交活動，神廟不只舉辦宗教慶

典，更是請客應酬的好地方。因此，如果為了信仰或飲

食禁忌拒絕赴宴，失去的恐怕不只生意，就連人際關

係也難以維繫。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人很難吃到沒

有祭過神明的肉，而基督徒為了維持生計，還得兼顧

傳福音、作見證，信仰與現實的衝突更是難題。

面對吃與不吃肉的爭議，哥林多教會出現了兩派不

同的做法：一些人認為，既然很難不吃到祭肉，那就

乾脆不吃肉，只吃素；但也有人主張，異教神明只是虛

假的偶像，吃祭肉並不會影響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

更甚者，那些自認擁有「屬靈知識」的人，不但自己吃

肉，還鼓勵其他人也吃，對於那些不敢吃的信徒，便輕

視他們的信心軟弱、對信仰的知識不足。如此一來，那

些不敢吃肉的信徒，不僅心中的難關沒被解決，反倒更

受打擊。

知識、自由與愛

表面上，這是因祭過偶像的食物所引起的紛爭，但

更根本的，則是把什麼奉為神、尊為主的議題。保羅

首先肯定那些自認有「屬靈知識」的信徒，他們的「知

識」──上帝是獨一的神，耶穌基督是唯一的主；凡上

帝所賜予的，沒有不能吃的，祭過偶像也無礙──基

本上是正確的。只是，保羅清楚教會中那些信心較軟

弱的信徒，縱使理智上明白這個道理，心中仍然對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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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有疑慮或罪惡感，使自我陷入懷疑的信仰危機。

看著教會內軟弱的肢體，保羅轉而勸勉那信心堅強

的信徒：「這一類的知識只會使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

才能夠造就人。」（哥林多前書8章1節b，現代中文譯

本2019版）保羅警誡他們，別因為「知識就是力量／

權力」（Knowledge is power），以為有信仰知識就可

以為所欲為；若沒有愛，知識反而成為誘惑，在享受知

識帶來的自由同時，卻不知已對他人造成傷害。

但換個角度來看，明明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為何

卻要為他人的「玻璃心」而限制自己呢？教會若一味體

貼信心軟弱的人，難道不會使人誤解信仰嗎？對此，保

羅的見解是：吃或不吃（做或不做），都須依當下情境

做出最適當判斷（10章25～29節）。這些教導是期望

信徒們在遭遇難題時，有能力應付各種狀況，並透過

一次次的學習，堅固信仰知識與信心。

基督徒的真自由

由此看來，吃或不吃，保羅並未針對所有情況給出

標準答案，或可供遵循的SOP。生活在世俗社會裡的

基督徒，即使明白信仰的道理，但在理論與實際之間，

仍存在不小張力，甚至有時更必須限制自己的行為。那

麼，基督徒真的是自由的嗎？

對此，保羅指出，「有人說：『我們有自由做任何

事。』這話不錯。然而，並不是每一件事都有益處。

『我們有自由做任何事。』然而，不是每一件事都會幫

助人。每一個人都不應該為自己的利益著想，而應該關

心別人的利益。」（10章23～24節）可見，自由並不

是為了滿足個人慾望，反倒是叫我們運用自由，使他人

能得著益處。

保羅在寫給加拉太教會的信也提到：「上帝選召你

們，要你們成為自由人。只是不可用這自由作放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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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基督徒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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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自由

祈禱：主上帝，我們讚美祢！因祢豐盛的慈愛與恩典，祢

創造世界，更將萬物賞賜我們，使我們得以生存，我們向

祢獻上感謝。祢又使我們能奉主耶穌的名聚集，成為教

會，一同敬拜、學習並在世上實踐祢的真理。祢也聆聽我

們呼求的聲音，即使無聲嘆息，聖靈也親自為我們禱告。

今日，我們再度來到祢面前，願祢悅納我們的敬拜，祢的

話語向我們啟示，我們的祈禱祢必垂聽。一切頌讚、榮

耀、感恩都歸與祢。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讀經：哥林多前書10章16～17、23～31節

信息：基督徒的自由

回應：新《聖詩》485首〈主，助阮互相接納〉

公禱：新《聖詩》336首〈主，懇求祢聽祢子民哀求〉(每

一次祈禱後，吟唱此詩歌作為回應）

1.為自己與教會合一祈禱：

主上帝，求祢憐憫！我們在生活中常面臨各種難題，需

要屬天的智慧做出合祢心意的抉擇，以行動實踐出信仰。

求聖靈幫助，使我們不僅有知識，更要有愛。叫我們不求

自己的益處，更能體貼他人的軟弱。讓我們在主裡彼此扶

持、共享團契，使世人看見上帝國彰顯在我們之中。

2.為COVID-19疫情祈禱：

主上帝，求祢憐憫！在經歷許多人確診、康復的階段

後，社會也需要積極回到常軌。即便如此，新的病毒變種

依舊威脅著我們，求主繼續保守看顧。而我們也要謹記疫

情時學習的功課，如今不只期待經濟復甦，更盼望一個人

與人以愛彼此相顧、更好的「後疫情」時代來到。

3.為烏俄戰爭，以及身邊正在受苦的人祈禱：

主上帝，求祢憐憫！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已超過七個

月，許多平民、士兵因戰爭失去生命，家破人亡、流離失

所。求主公義彰顯，止息戰事，使和平早日臨到。我們也

為身邊受苦的人提名代禱，在他們的淚水與哀傷中，我們

願與他們同擔苦難，同享安慰。願賜平安的主與我們同

在，使我們合一。（最後，以〈主禱文〉一起祈禱。）

唱詩：新《聖詩》396首〈今欲散會，求主賜福〉

差遣祝福

哥林多前書10章16～17、23～31節

鄭君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慾的藉口，卻要以愛心互相服事。」（加拉太書5章13

節）可見保羅清楚，隨心所欲的自由，只會成為慾望的

奴隸，不是真正的自由。基督徒確實是自由的！但正確

的問法應該是：「什麼才是基督擁有的真自由？」自由

不只是一種狀態，更是一種權力／能力：不只是知道自

己想做什麼就能去做的權力，更是知道自己即使能做，

卻願意為了愛他人，而選擇放棄自身權力的能力。

教會合一，成為見證

今日，吃不吃肉對多數基督徒而言，已不是問題。但

是教會仍對各種議題見解不同而有爭議，信徒間也因

不同立場而出現紛擾。在哥林多前書10章16～17節，

保羅以聖餐為喻，當我們領受餅和杯，就是同享基督

的身體與血，於此，基督徒應當合一。12章之後，保羅

再藉由討論聖靈的恩賜，進一步呼籲，基督徒以愛的

恩賜為基礎的合一，才是教會彰顯在世上的見證。

基督徒並不遺世獨立，我們和眾人活在同一世界

裡。我們的言行是世人認識基督信仰的管道，一舉一

動也都在為主作見證。身處社會，基督徒如何透過「做

或不做」某些事，一方面讓人們知道我們是屬上帝的

子民，另一方面又不致使我們從世界孤立出來。保羅

說：「你們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上帝而做。」

（10章31節）我們所能做的，便是時時警醒，面對處

世的難題，不因困難就放棄思考，而是積極學習、努力

求知。求上帝賜智慧，使我們在每個境遇中，都能做出

合宜的抉擇，也願我們所說所做的一切，都蒙主悅納，

在世上成為榮耀上帝的獻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