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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与斋戒看饮食发展*

周惠民

摘 要:斋戒为宗教仪式与活动的重要环节,各种宗教多半于不同的时机,举行方式、内容不

同的斋戒。西方宗教以犹太教为主要根源,犹太教信徒均能根据经典训示,力行斋戒。即便移

居欧洲,地理环境与生产活动不同,仍维持不辍。但基督教传入西欧地区,对斋戒不断修正,

其内容与经典往往相去甚远,训导意义也不同。本文即以基督宗教为核心,讨论斋戒与饮食之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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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斋戒有不同的功能,宗教上也赋予相当的意义。一神教的组织较为严谨,对各种宗教仪式与活动有

许多规范。这些规范初起之际,未必能立刻获得共识,必须由宗教领袖会商,研修共同的准则。例如犹

太教中对饮食的规范来自 《旧约》,其中,又以 《利未记》及 《申命记》两种经文为主。犹太教徒深信不

疑,无论居住何地,均努力奉持。犹太教进入中国后,历史记载中有称之为 “蓝帽回回”者,以其服饰

以深色小帽为特色;有称之为 “挑筋教”者,以其信徒食用牲牛时,先以利刃挑断脚筋。这是起源于

《旧约·创世纪》第32章32节所说:“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布大

腿窝的筋。”①说明犹太民族重视教义中的饮食诫命,即便远离家园,仍奉行不辍。

基督教义本是基于犹太教。耶稣宣扬犹太教之各种规范,并认为自己即是犹太教义所说的救世主,

但犹太教信徒并不同意此种说法,并以其为异端。耶稣传教之时,仅能吸引少数人,但数十年后,逐渐

发展成基督教。基督教初起之时,耶稣首先吸纳 《旧约》等犹太教经典故事,增益成其教化;耶稣死后,

又有人汇整耶稣言行为 《新约》,《新约》《旧约》两者地位并重。

1世纪以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3世纪以后,信徒逐渐增加,其教义与宗教范式也随之发

展,逐渐完备。但发展过程中,许多教义必须因地制宜,其中尤以饮食诫命最为显著。

犹太教义中,斋戒与宗教行为关系至为密切。何物可食,何时饮食,均有规矩。罗马人信奉基督教

后,也根据 《旧约》的规范,制定有关宗教活动与斋戒的礼仪。但是在食材内容上,却无法完全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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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学生何雯琪协力完成。

① 据创世纪记载,上帝化装成一人,与雅各布比斗、角力,无法获胜,便摸其脚窝,雅各布便瘸了。上帝让他改称以色

列,是以雅各布为以色列人之始祖。以色列纪念此事,宰杀牲口后挑断脚筋以为纪念。犹太人进入开封定居,宰杀牛

羊时也挑除脚筋,当地居民因此称其聚居、屠宰之地为 “挑筋胡同”,今日尚有 “经教胡同”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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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罗马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之际,已经有其长久的饮食传统,成为罗马文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

罗马帝国的物产、风土与近东巴勒斯坦相去甚远。犹太教以牛羊为主要肉品来源,但农业地区,却乏畜

牧产品,如果遵守 《旧约》,猪肉、兔肉等食材不可食,势将面临无物可食的窘境;而沿海地区,海鲜供

应不断,自然没有舍弃无鳞之虾蟹等食材之理。于是,如何修正 《旧约》中的饮食诫命以配合既有文化

与地理条件,洵为要务。

二、宗教、文化与饮食诫命

食物为每日必需,是人类最基本最迫切之需求。人类身体所需,仅靠着极简单的东西就能满足,如

过去数百万年的人类能依赖根茎类、浆果与各种坚果维生。在现代社会,营养药丸或溶液即可让人达到

存活的目的,宇航员的饮食便是一例。人的味觉、食欲远非 “养分”可以满足,因此,饮食的功能远超

过满足生存需要。而人类取食、煮食到进食都是 “集体” “分享”的行为,必然发展成为一种 “文化”;

食物的内容则成为代表一个社会、一个阶层的特征。饮食是最能标志出一个族群特征的生活面向:英格

兰人不吃马和狗;穆斯林不吃猪肉;犹太人更有众多禁忌食物;来自西欧地区的美国人忌食动物内脏或

肢体末端部位;信奉印度教的人士不食牛肉。这些有关饮食的表现,不一而足,说明每个文化对饮食的

选择,不仅要注意环境的供给,还会受到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发展出不同的食物选择取向。

影响特定群体饮食内容的文化因素众多,宗教是个外在表现十分明显,影响也最大的因素,例如佛

教禁止杀生,许多信徒皆为素食。许多宗教有关食物的规范经常以 “诫命”的形式出现,伊斯兰教称符

合教规的食物为清真 (Halal),犹太教称符合教规的食物为可谢 (Kosher),均有许可、合适之意,说明

其食物规范具有强制力。饮食诫命的原初起源与动机应当与自然环境有关,例如猪只不适合长途移动,

容易传染疾病等①。一旦成为诫命之后,却也不容易改变。

饮食诫命是许多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其中,尤以犹太人的饮食诫命奉行最

为彻底,影响最为深远。犹太民族在埃及时期原本以农业为生,进入欧洲之后,受到各地政府诸多限制,

不能购地务农,乃从事商业等活动,多半居于城市之中,逐渐脱离农业生产活动。但犹太饮食诫命来自

摩西带领族人离开埃及,进入巴勒斯坦之时。《摩西五经》(FiveBooksofMoses或Pentateuch)中有关

的饮食诫命率皆根据近东地区的生活条件,例如 《旧约·利未记》提到 “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

们不洁净”,不可食②。在 《旧约》的饮食诫命中提到这种动物,显然对其并不陌生,但犹太社群迁至欧

洲以后,再也见不到蹄兔目动物,仅存于其书经之中,对犹太社群的饮食行为而言,不再有任何意义。

相反的,许多原本不存于西亚、近东的动物又该如何定义 “洁净”与否? 这是迁移的犹太族群必须面对

的一个课题。此外,如果犹太民族未改变其饮食规范,一旦进入西欧以后,如何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

遵守各地法律并适应当地风俗?

居于欧洲的犹太民族的日常生活受到两种限制:其一,一旦食材必须仰赖当地市场供应,则难以根

据犹太律法饮食;其二,犹太民族生活作息不同于欧洲基督教信仰,例如犹太民族以周五为安息日,基

督教信仰则为周日。在此条件下,犹太社群必须自我调整或另谋解决之道。犹太民族如果不改宗基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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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反刍类动物与人类之间有许多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媒介动物和宿主长期共同生活于同一环境,不断交互感染,但

大部分为隐性,未必发病,但消灭不易,例如牛、羊型结核病、布鲁氏菌病。这类人畜共通疾病虽不迅速致死,但使

人类虚弱,无法劳动,也不断扩散。从事与羊毛或皮革行业之相关人员也易患炭疽病;而牧羊人或羊乳加工业更暴露

于布鲁氏菌威胁之下。此外,牛肉绦虫和旋毛虫都是由于人类误食含有这些寄生虫卵或幼虫的肉品而感染。
沙番 (shaphan)根据希伯来文发音而来,是较早时期传教士无法找到相对名词,仅根据发音翻译而来,稍后译为岩

狸,这个名词对国人也十分陌生,现在称之为蹄兔目 (hyrax),生存于非洲与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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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便须与同族者聚居,如此一来,不仅解决礼拜、通婚等问题,也可取得食材,解决饮食问题。欧洲

许多城市之中的犹太小区相当广大,屠宰、制面包等各行各业均以服务犹太社群为主,形成特殊的生活

圈,其来有自,这也是犹太教信徒容易辨认,甚至引发排犹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欧地区的基督教信仰原本源自巴勒斯坦,中古时期教会对 《旧约》的研习也相

当精熟,“创世纪”等篇章所载,仍是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如果西欧地区的基督教信徒接受亚伯拉罕教派

神学,理应也该接受经书中所载有关的饮食与斋戒的诫命才是。但自古以来,西欧的饮食文化从未遵循

《旧约》有关食材的规范,岂不矛盾?

三、西方的饮食诫命:斋戒

(一)斋戒的意义

斋戒是人类学、社会学与宗教研究课题中一个共同的重要课题。斋戒除了提供人类节约粮食的动机,

显示对如忏悔、祈求等社会行为的集体反应,也是个人苦修的重要手段。斋戒主要表现为限制全部或部

分饮食,其动机相当多样,例如中国古代皇帝祭祀天地,必须斋戒沐浴,信徒进香,也要持斋、禁欲。

直到清代,遇到雨水不调、旱涝成灾,皇帝也下令自我减膳,以示忏悔,冀望天庥。

西方宗教中也有各种斋戒行为。犹太教也规定了许多必须 “斋戒”的时机,例如 “赎罪节” (Yom

Kippur)是犹太教中最为神圣的日子①。斋戒时,必须停止工作,专心忏悔和祈祷,也要禁止性爱,并遵

守不许洗澡等诫命。 “利末记”规定: “圣历七月十日,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在你们那里侨居的外族人,

都要克己守斋戒,不可做任何工作,因为这一天要为你们行赎罪礼,宣布你们是洁净的。”② 犹太教中还

有另外四个重要的斋戒日,提醒信徒犹太历史上所受的屈辱和迫害。

穆斯林也守斋,称作拉麻丹 (Ramadan),时间长达一个月。穆斯林在斋戒月期间,从日出到日落之

间,除病人、孕妇和幼童外,均不得饮食。也有许多苦修主义者会实行斋戒,弃绝世俗诱惑,希望能因

此净化身体或灵魂。这种作法许多宗教或不同文化均有。

既然斋戒在许多文化中都有,显示斋戒并非一神教信仰所独有,而一神教信仰中的斋戒原因,显然

未必是斋戒的原始动机。历史地理学者认为,温带地区,每到春季,青苗开始生长,旧粮即将吃完,造

成粮食短缺,通常会产生谷物价格高涨的情况。解决粮食不足的方式之一,便是利用民俗活动,提倡暂

时性禁食或节食,以度过粮食短缺之季节。中国的寒食活动、西方社会的四旬斋,都在春季,以应付

“青黄不接”的困境。游牧部落并非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其斋戒时间,与农业民族显然不同。伊斯兰

教义中的拉麻丹月为伊斯兰历九月③,如依阳历,每年向前推11天,可能在任何季节,显然并非以农业

活动为考虑,反映阿拉伯人受地理条件影响而发展的经济活动与生活节奏。

(二)犹太教的斋戒

古代社会中,一个宗教团体可将饮食规则作为一种标记,用以自外于其它社会群体。这个概念透过

犹太人塑造族群认同,强化其选民的凸出地位,可以清楚呈现。犹太教注重 “牺牲”祭礼,祭祀的相关

规定也列入必须奉行的律法之中。据犹太经典 《旧约》“利未记”与 “申命记”记载,诺亚在大洪水后将

牺牲奉献上帝。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时期便依循传统,在圣殿献祭不被污染无瑕疵的动物。这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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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女子12岁以上,男子13岁以上,就必须于当天斋戒,从前一日的日落前到下一次的日落,前后共需禁食25小时。
“利末记”16:29-31
伊斯兰历根据月球运行而来,与太阳历法相比,每年减少11天,所以斋月在太阳历中每年推前11天,季节不同,大

约每33个太阳历年为一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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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功能是涤罪,羔羊代替有罪的灵魂接受神的惩罚①。

犹太教教义认为,肉食动物的罪无法透过牺牲的仪式涤清,所以也是不洁的。被视为不洁的生物还

包括那些无法定义或分类者,无论是因为其外貌不可辨认或原本经书未记载者。鸟类必有羽毛;鱼必有

鳍和鳞;陆生动物有四条腿。因此,贝类和蛇都不能算是符合犹太戒律的食物。犹太教还有其它食物禁

忌,例如肉类不能与奶共煮,因为人们不该食用在其母亲奶汁中滚煮的幼仔。也不能吃血或在祭仪中宰

杀的动物。所以 “利未记”对陆地上可食动物的分类以反刍动物和偶蹄动物为限②,应当是这些动物易于

辨认,不致误食。

现代学者对这些饮食规范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例如前面所述,猪只并不适合游牧生活,也有人从

食品安全角度解释,认为食用猪肉极易感染毛线虫而致病。不过绝大地区文化都食用猪肉,难道没有类

似顾虑? 牛、羊等可食的动物也有牛羊肝吸虫 (Fasciolahepatica)或牛肉绦虫 (Taeniasaginata)等寄生

虫。 “利未记”列举的不可食动物,原因未必明确,但其共同特征为杂食性或肉食性,致病的风险

较高[1]9。

(三)基督教斋戒的来源

基督教世界斋戒习俗与犹太教同源,主要来自 《旧约》规范;还有基督教早期教父,从教义、道德

的角度传递下来的价值,而其中还有古希腊罗马修道者的哲学思想。这套思想与教义规范,同时影响希

腊正教与罗马公教地区的斋戒行为。

1.犹太教

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虽然舍弃犹太戒律,但仍有一些犹太传统规范保留在基督教社会中。例如同桌

共食的仪式是其一,早期基督徒称之为 “友爱餐”(agape),用以强化社会和谐与兄弟情谊,也是施行慈

善活动的场合。参与者会将面包分给陌生人。这与犹太人受戒礼 (mitzvoth)中将食物分给需要的人十分

相似。部分新教教派,如卫理会 (Methodists)还保有类似活动。

基督徒在周日为了纪念耶稣复活,不行斋戒,也如同是犹太安息日 (Sabbath)的变形。犹太逾越节

也以变形的方式保留在基督教传统中,也就是基督教礼拜中甚为重要的圣餐礼 (Eucharist)。这个仪式来

自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的言语,而最后晚餐便是要庆祝逾越节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正食用的无酵

面包是他的身体;饮用的酒是他的血,每当他们再吃面包再饮酒时,便要记起他来。1215年拉特朗大公

会议 (FourthCounciloftheLateran)宣布,在 “变体” (transubstantiation)的神秘过程中,面包与酒

转变为肉与血。宗教分裂后,新教教派强调圣餐礼的象征意义,吃进面包与酒是一种纪念,或是代表神

的恩典进入祈求者的体内。

2.禁欲修行的传统

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时,基督教修院在埃及与叙利亚的沙漠运动也甚为盛行,所有主张清修、洁净

身心的团体都有类似极为严格的饮食的规范,食物只求维生,不求饱足与美味。中古早期,禁欲修行的

风气扩及基督教世界的俗人。但世俗之人需要日常工作、生养子嗣,因此将修行限缩至特定日子,逐渐

成为例行的斋戒日。

据基督教经典,耶稣曾在沙漠中禁食40天;摩西也在西奈山上有相同经历。早期基督教会效法耶稣

与其门徒施行斋戒,以求净化心灵,向神明体现其虔敬与感悟。这种完全禁绝食物的做法非常人所能,

但其精神仍保留下来,成为一种赎罪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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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犹太饮食的基 本 规 范 散 见 于 《旧 约》之 中,尤 其 以 “利 未 记” (BookofLeviticus)和 “申 命 记” (Bookof
Deuteronomy)为主。
《旧约·利未记》第11章规定:“凡走兽中偶蹄,有趾及反刍的,你们都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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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并非唯一影响基督教世界食物概念的来源。虽然基督教一向排拒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异教文化,

但由于地理位置与人员往来频繁,仍有许多民族与传统陆续融入基督教文化。尤其基督教早期教父多是

希腊或罗马的知识分子,许多观念透过他们的诠释融入了基督教义。斯多噶哲学以及柏拉图哲学中对食

物的特定态度也出现在基督教教父的训示之中。

这些古代的医学养生与哲学思想主张,人们摄食应该求足够就好,绝不能过量,否则会妨碍智能与

心灵的运作。暴食被视为低等、野蛮的行为。讲究性灵修养的人会懂得克制饮食作为养生法则[2]77-79。古

希腊以来的医学健康观念,强调暴食对身体的危害。饮食过度会让身体负担过重,体液会因此败坏,大

脑周边的组织会变得浓稠污浊,人的思绪也会受到干扰。过度滋养的身体,尤其是常吃肉的身体容易患

上多血症,余血随后会转成精液,策动生殖系统,引发性欲。许多早期基督教作家均提醒独身禁欲的修

道者应保持简朴饮食,避免食肉,以降低情欲引起的骚动,才能锻炼自己的灵魂[3]56。

这些禁欲者认为人是由一个身心系统构成,心灵与身体会互相影响。以古希腊四体液说为基础,他

们相信体液与身体状态能改变心理的感受。例如,黑胆汁过盛会引发忧郁;胆汁太多容易暴怒;黏液太

多则会引起惓怠和冷漠[3]29,58。由此,身体失调会使精神状态恶化,促使人犯下罪行。许多修行者抱持这

种养生观,对于摄入的食物十分讲究,避免增加过多热与湿的体液,保持平衡。

古希腊罗马社会中有许多奉行禁欲主义者,例如毕达哥拉斯派 (Pythagoreans)、俄耳普斯派 (Or-

phics)、新柏拉图素食主义者 (Neoploaonistvegetarians)。还有许多具有特定信念的人,如安纳托利亚的

哲学家阿波罗尼屋斯 (ApolloniusofTyana,c.15-100)即仅以蔬菜与干燥的水果维生[2]47,77。这些团体或

个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未曾凝聚成像犹太教那般特殊群体,而这种极端的生活风格使其与主流社会

疏离。斯多噶派的养生法则对卡尔文的影响十分明确,也带入了清教徒的生活规范[1]14。

公元2世纪前后,许多基督徒特意地寻求性灵的修为,以求更接近上帝。他们离群索居,舍弃世俗价

值,追求极端自我否定的境界。他们会避免那些被视为会勾起欲望的食物,只摄取勉强能为生的基本需

求。这种将食物与性视为寇雠的禁欲主义,依据 《旧约·创世纪》伊甸园的故事,主张 “禁忌之果”将

罪恶带到世间,是身体与灵魂之罪的渊薮,人间男女因此必须承受劳动与分娩之苦①。缘此,只要能压抑

身体对食物与性的欲求,便可免去神施与的惩罚;而性的欲求又是由食物驱动的,因此食物禁忌对隐修

团体格外重要[4]98。

公元2世纪亚述的神学家塔提安 (TatiantheAssyrian,c.120-180)创建的禁戒派 (Encratites)便

是这禁欲宗教团体的代表。他们的追随者禁绝婚姻、不食肉、不能喝任何致醉的饮品,只能喝水与奶。

另一位北非神学家特土良 (Tertullian,150-230)② 即在其作品 《论禁食》(OnFasting)中,批评当时的

罗马公教对于食与性的放纵态度。他认为,由于胃部与生殖器的位置相近,因此贪食会引起性欲和其他

败坏的 人 性[5]。许 多 同 时 代 的 神 学 家 也 有 类 似 的 观 点,例 如 该 撒 利 亚 (BasilofCaesarea,329-

379)[4]95-96。在基督教的道德观中,由于夏娃偷食禁果,“暴食”被视为七大罪的第一罪,引发其他的罪。

吃得太多剥夺了将多余食物分给穷人的机会,如同减少自身行善的动因,即是贪婪之罪;过度饮宴是种

炫耀,犯了骄傲之罪;吃得太多让人懈怠迟缓,易生懒惰之罪;在饮宴之间与别人攀比,激起嫉妒之心;

讲究美食在生理上的副产品就是愤怒和欲望[1]14。既然人的肚腹是身体欲望的发动者,禁食便是禁绝所有

欲望的基础。

基督教修院制度的奠基者本笃 (SaintBenedictofNursia,480-547)在6世纪为西欧修院体系建立了

清规。依照本笃的规定,修道者的食物亦十分贫乏,不能吃肉,一餐二盘,只容许病人和修院的访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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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旧约·创世纪》3:1-7。
特土良 (QuintusSeptimusFlorensTertullianus)生活于迦太基 (Carthage),是基督教教义重要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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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餐中吃些肉品和第三盘食物。特别的是,本笃虽承认酒水不应是修士的饮品,却允许其修院的修士每

日饮用约十盎斯的葡萄酒。这些寡欲的圣徒典范让后世修道者难以效法,因为他们很难在日常维持如此

严格的规范还能保持健康。而且危及自身健康或不经意伤及性命都犯了道德之罪,因此可以常看到宣道

者不断提醒修道者不能过度禁食[2]6,[4]96。

(四)希腊正教的斋戒

1.希腊正教的出现

基督教建立以后,历经一段流离迫害,后来逐渐立足于罗马帝国境内,公元4世纪以后,获得认可,得

以公开宣教。5世纪前后,基督教会组织各种传道团体,前往欧洲中部日耳曼人居住地区传教,颇有成效。

基督教为传教方便,各地设置教区,但仍以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指挥中心,8世纪以前,各地

教会常有 “大公会议”(EcumenicalCouncils)① 讨论经义与解释,对基督教教义之建立与发展,影响深

远。第一次会议于公元325年于尼西亚举行;381年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二次会议,以后又于431年召开

以弗所会议 (CouncilofEphesus);451年召开迦克墩 会 议 (CouncilofChalcedon);553年 及680
年—6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过两次;787年则在尼西亚召开第二次尼西亚会议 (SecondCouncilofNi-

caea)。这七次会议,均由君士坦丁堡教会主导,说明早期基督教会教义的来源。但此后,位于罗马的教

区开始脱离君士坦丁堡的影响,走向独立自主,到了1054年,双方正式分裂。自此之后,遂有希腊正教

与罗马公教的分别,在教义解释上,也各自处理。

16世纪时,德意志地区的教士对罗马教宗也颇有微词,一时之间,各地响应,遂有 “宗教分裂”②。

自罗马公教分裂而出的抗议教派 (Protestants)也自行解释教义,对斋戒的方式及其内容,亦有其看法。

2.希腊正教守斋规范

基督教源自犹太教,许多神学理论与宗教活动,都与犹太教关系紧密:世界起源、原罪与十诫等基

本教义均相同。主要歧异来自弥赛亚的说法。犹太教认为弥赛亚尚未降临,但基督教徒相信耶稣为弥赛

亚,降临人世以拯救世人。因此,耶稣降临 (Advent)洵为盛事。

希腊正教有关斋戒的作法,早于罗马公教与抗议教派,礼仪也较为严谨。耶稣于周三遭到背叛,星

期五处死,所以希腊正教信徒应于礼拜三以及礼拜五斋戒,以示纪念。持斋之际,分大、小斋:大斋忌

食肉品、奶、蛋、橄榄油与酒,但水生动物可食。另外,圣诞节前四十日起至圣诞节守 “降临斋” (Ad-

vent),复活节前四十日起至复活节止,守 “复活斋”或称 “四旬斋”(Lent)。如未能全守大斋,可于周

末仅食用橄榄油、鱼及酒类,称为小斋。但持斋与否,一直没有共同的作法。许多教派认为 《旧约·利

未记》中已有守斋规定,但其内容与犹太教徒对 “利未记”的态度显然有异。

希腊正教的斋戒相当规范,根据其历法运作,每年主要有四个斋戒时期。一、降临斋 (Advent),也

称冬斋 (WinterLent),从11月15日起到12月24日圣诞节止。分两个阶段,12月12日起较为严格,

12月24日当天更应当禁食。二、四旬斋 (Lent),从圣枝主日 (PalmSunday)起向前回算40日,为大

斋首日。三、使徒斋 (TheApostlesFast),八天到六周不等。从五旬节 (Pentecost)以后的第一个周日

起算,一直到6月29日。但此纪念日的计算须根据以阴历为主的复活 (Pascha),故无法明确在阳历历法

中清楚规范,许多地区已经不标示此节日。四、圣母安息节斋 (TheDormitionFast),希腊正教为纪念

玛利亚灵魂升天,故有 “圣母安息节”,从8月1日到8月15日持斋两周。但 “圣母蒙召升天节”并非罗

马公教地区的共同活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等才有此节日,作法与希腊正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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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或称普世会议,源自希腊语 Οικουμε'νη,普世之意。
抗议教派信徒称之为 “改革”,但实际是自罗马公教分裂,德意志地区首当其冲,造成政治与社会之断裂,故以 “宗教

分裂”(Glaubenspaltung)称之。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DZ19\D\孙桂云\常州大学学报(社科)\2016\第1期 校样 排版:孙桂云 时间:2016-03-25



除此之外,希腊正教信徒也当遵守星期三与星期五的斋戒。

(五)罗马公教的斋戒

西欧地区居民来源复杂,原住民族为克尔特人,几经迁徙,目前主要散布在英伦三岛与爱尔兰等地,

但西欧各地,仍有部分地区居民的血缘与克尔特人相关。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势力扩张到此,在

文化、语言与血统上也留下深刻印记。稍后,日耳曼各部落迁移至此,逐渐建立渗透王朝,5世纪以后,

且控制大部分区域,形成今日西欧的基本样貌。

无论克尔特、罗马或日耳曼部落,原本都属多神信仰,视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为寇雠,罗马帝国早期

尚有许多排斥基督教信仰的行动,但公元4世纪以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逐渐普遍,信徒日众,扩及

罗马帝国高层,才有宗教宽容之诏令。但直到9世纪为止,西欧日耳曼部落并未完全接受基督信仰①。

基督教源自于犹太教,早期教会也由犹太使徒及遵奉摩西律法之士建立,但随着信徒增加,传教范

围扩大,基督教容纳愈来愈多不同族群,欧洲基督徒也脱离犹太人在近东的生活环境甚远。基督教建立

之际,《旧约》是重要的经典,至今许多基督教派仍然对旧约的意义深信不疑,认为基督教的经典皆是

“神”所默示,无论 《新约》或 《旧约》都是其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例如 “创世纪”一章,说明世界如

何出现,自然是基督宗教的基础,不可舍弃。认为 《旧约》所以仍在圣经中,便说明 《新约》不能取代

《旧约》,《旧约》也不会被 《新约》取代。

1.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

但是,基督教义中有关饮食的规范,逐渐不愿遵守 《旧约》诫命,教会当局也逐渐刻意与犹太教划

清界线。《新约》福音书指出犹大出卖耶稣,使耶稣殉难这一主题进入基督教会的官方立场时,教会在主

观上便希望与其所从出的犹太教划清界线,建立自己的正统神学。早期基督教的仪式特意地不依循犹太

传统,同时又要脱离异教的习俗。他们一开始对食物几乎没有禁忌。2000年来,基督教也未奉行一套明

显的食物规则,反倒融入许多不同的摄食价值,从完全没有约束到极端的禁欲。暴食宴饮到断绝食欲之

间有各式各样的饮食行为。就像古代世界诸多传统宗教,对于信徒的日常规范不多,通常仅在特定的节

日和祭仪中才需遵守严格合宜的行为规范。饮食与其它规则只加诸那些负责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其目的

在于确保社群的纯净、秩序、安全和昌盛②。

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远离圣地生活,散居在地中海周边各地,不能再举行圣殿祭礼。进入欧洲以

后,物产明显不同,许多经书中并未提到的食材,如何处理? 又如何取得原本习惯的饮食如 “无酵饼”

等,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犹太社群中,烘焙与屠宰业的兴起,有一定的文化因素。许多犹太人被

迫重新思考神的责罚究竟有何意义? 祭礼上的牺牲意味着什么? 圣殿被毁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惩罚,那么

上帝对基督徒的惩罚又是什么? 上帝要求的是牺牲,还是正义? 斋戒、祈祷是否能代替牺牲来涤罪呢?

使徒保罗将基督教扩大到罗马帝国的领土,希望将教义传播到非犹太族群之中。对于祭祀的困境,

他提出巧妙的解释:耶稣钉死十字架上便是以自身为牺牲,涤清世人的罪。由此,在不能落实牺牲之际,

恩典取代了律法。恩恕成了虔信者的奖励,祭礼中的外在行为变得不再重要[1]10。

摩西律法严格的饮食诫命显然无法在广大欧洲地区有效施行,因此,基督教会很早就舍弃摩西律法,

·41·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

①

②

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 (Charlemagne,742?-814)有 “欧洲之父” (FatherofEurope,拉丁文paterEuropae)之称,
许多文献称其为虔诚之罗马公教信徒。但实际恐非如此,他有众多妻妾,这已经与教义不合。但当时教宗为求其支持,
经常拉拢,甚至有 “加冕”的举动。
例如罗马朱比特神殿的祭司不可碰触母山羊、生肉、藤 (ivy)、豆类,也不能碰任何酵母发酵的面包。Plutarch,

PlutarchsMorals.Vol.5.“OfEatingofFlesh”.TranslatedfromtheGreekbySeveralHands.CorrectedandRevisedby
William W.Goodwin,withanIntroductionbyRalphWaldoEmerson.5Volumes.(Boston:Little,Brown,andCo.,

1878).Vol.5.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1215 (accessed19Dec.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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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曾试图寻找替代方案。《摩西五书》虽随使徒传教传到欧洲,但古希伯来律法的时空环境都不适合新

的基督教世界。保罗等传道人在传道过程中即已逐渐放弃 《旧约》中的许多诫命。以食物禁忌为例,《旧

约·利未记》中有关饮食的规范,完全不适用于基督教世界。“利未记”第11章规定:“凡走兽中偶蹄,有

趾及反刍的,你们都可以吃。”据此,牛、羊、鹿为可食,骆驼、岩狸、兔子和猪则 “不洁”而不可食。

骆驼、岩狸本非欧洲常见的动物,禁食并无困难,但千百年来,欧洲各民族,从克尔特、罗马到日耳曼

各定居农业文化中,猪肉是重要食材,一旦禁止食用,影响甚为深远,所以基督教义中,并未禁止食用

猪肉。“血”也是一个例子,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均禁止食用动物的血,但基督教地区对于食用动物血液一

事并不排斥①。

《新约》中即指出:“那从人嘴里进去的东西,不会使人不洁净;那从人嘴里出来的,才会使人不洁

净。”意味着虔信者可以摄取任何食物,更何况 《新约》中也没有出现任何食物禁忌。早期的基督徒从耶

稣赎罪的观点,把自己从摩西律法中豁免出来。

2.西欧的斋戒

中古以来,教会仍然规定信徒必须斋戒,日里遵守饮食规范,克制饮食内容,禁绝部分食物。四旬

斋 (Lent)是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斋期,此外还有周六或周三的斋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还有

诸多圣徒日前的守夜。

中古以来,教会将斋戒列入每个受洗信徒的诸多宗教义务之中,但从未明文规定禁食的详细内容与

时间,因此各地教区的斋戒细节因时因地而有些不同②。罗马公教的斋戒规范基本上是原则性的,散见于

各种宗教会议之中,且多有遵循教会早期教父的解释与规矩。因此斋戒的内容、时间都是逐渐发展而来,

并未明文规定于特定文献。

以主要斋戒四旬斋 (大斋)为例,公元3世纪教会早期神学奠定者,也是里昂大主教圣依勒内 (St.

Irenaeus,c.120/140-c.200/203)曾于190年前后写信给罗马教宗维笃一世 (VictorI,d.199)讨论东

西方复活节日期的差异。他于信中提及,打从基督教早期教父时代即至当时,斋戒不仅日期未统一,连

斋戒的日数也不同,斋戒一天、二天至四十小时的人都有。当4世纪神学家修士鲁非诺 (TyranniusRufi-

nus,340/345-410)将这封信从希腊文转译成拉丁文时,译文的意义转化为,自圣徒时代,即有维期四十

天的斋戒。无论如何,当时教会并未统一大斋的内容与时间。

基督教会较为清楚地规范大斋内容大约在公元313年。至325年尼西亚会议 (CouncilofNicea)的教

规中提及,各地方教区的宗教会议应于每年 “四十天大斋期”之前举行。此后,关于四十天斋戒期的说

法散见于4-5世纪许多主教的相关文献中。5世纪时,教宗里奥一世 (LeoI,400-461)宣道时表示,虔

诚的信徒应完成使徒奠定的四十天斋戒③。

四十天大斋的原则在4-5世纪之际已经很明确,但斋期的细节与规范则因地而异。耶路撒冷的斋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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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基督教创始之初,有关 “圣餐礼”(Eucharist)的规范便曾引起争议。根据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1章所述,耶稣

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前一晚,曾与门徒共餐,表示饼是他的身体,杯中酒是他的血,要 “吃这饼、喝这杯”,以省察自

己,纪念耶稣,逐渐形成 “圣餐礼”。基督教会建立之后,圣餐礼逐渐制度化,但有关酒与饼的性质,仍多讨论。至

今,罗马公教仍视 “圣餐”为七件圣事之一,相信饼和酒在神父祝圣时化成基督的体、血,即是 “化体论” (trans-
substantiation),虽然抗议教派的教义并不认同此观点,对 “化体”有所保留,但基督教地区对于食用动物血液一事并

不排斥。
见TheCatholicEncyclopedia.Fast”.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 (2015年12月23日访问)。
见Fr.WilliamSaunders,“HistoryofLent”ArlingtonCatholicHerald.CatholicEducationResourceCenter.http://

www.catholiceducation.org/en/culture/catholic-contributions/history-of-lent.html(2016年1月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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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维期八周;罗马教会与西欧地区则是周一至周六,维时六周①。食物戒律上也不尽相同,多

数教区中,斋戒的日子里,健康的成年人必需禁食肉类和任何动物制品,例如奶油、鸡蛋和奶酪。斋期

内,人们只能够吃蔬菜水果、榖物、豆类和鱼类。此外,依规定他们在日落以前不能食用固体食物,开

斋也只能吃一餐。用餐时间通常在傍晚或午后三点。这些规定都未有定制,也有许多例外。例如劳动者

可以在一天当中在例餐之外再补充简单的食物以维持体力;怀孕妇女也可以豁免。至中古晚期,圣灰星

期三与周五也可吃肉;15世纪以后有更多地方开方吃乳制品,有钱人也可付钱给教会购买豁免斋戒的权

利。这些基本规则持续施行至16世纪宗教分裂时期。许多抗议教派教会陆续废止斋戒;而罗马公教则要

到1960年代之后才废止。

大抵而言,严格遵守教义者一年当有160天以上的

日子应当斋戒;不严格遵守斋戒规定者一年也有三分之

一的日子应当遵守斋戒②。各种斋戒规范中,不能食用

肉品应当是基本共同之点,古代西欧地区居民普遍属于

“强迫素食”者,意即无肉可食。近代以前,世界绝大多

数地区均有肉品供应不足现象,斋戒期间不得食肉,仍

属正常。斋戒对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并无太大影响,但对

上层阶级或教会高层而言,恐怕不易遵守,因此,斋戒期间可以食用鱼类成为一种救济之道。即便如此,

仍有许多地方并不产鱼,或者并非终年均可获得鱼类,因此发展出另一种解决之道。中古时期,许多图

片显示:有些地区特地将水狸的尾巴画成鱼尾状,表示水狸并非哺乳类动物,而属于鱼类 (图)③,因此

斋戒期间可以食用。原生于中美洲的水豚,也因其生活习性,归属于鱼类,亦可在斋戒期间食用。

除了食材以外,厨师也发展出配合斋戒规范的料理,例如厨师们设计许多鱼类和蔬食料理供应顾客;

杏仁浆经常在斋期用来代替奶油和奶酪或制成酱汁;还有仿制成肉类的餐点,希望能维持日常饮食的风

味水平④。

(六)抗议教派的斋戒观

中古时期,在教会的教诲之下,行斋戒是一个基督徒应当履行的事工,就像望弥撒、尊拜圣徒遗骨

一样,都是表示虔敬与悔罪的行为。斋戒更有一种透过受苦、压制欲望来涤罪,获取救赎的象征意义。

信徒愈是力行斋戒,愈是上得天堂。例行的饮食戒律也是信徒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宗教活动,记取教会训

示,凝聚信仰的有效手段。

16世纪以后,部分信徒脱离罗马公教,创出许多不同分支,统称为 “抗议教派” (protestants)。抗

议教派企图打破罗马教会的权威,并且以 《新约》作为其信仰的唯一基础。这些改革人士的重要目的之

一是要使基督信仰脱离罗马公教的掌握,并革除传统基督教来自犹太教与异教的元素。因此,他们舍弃

犹太经 典 《旧 约》的 训 导,改 以 《新 约》为 基 础,不 断 质 疑 斋 戒 的 意 义;斋 期 以 前 的 “狂 欢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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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见四旬斋第一周自圣灰星期三 (AshWednesday)开始,至周六的四天,再加上六周的斋期共四十天。
见TheCatholicEncyclopedia,“Fast”.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 (2015年12月23日访问)。
图片来源:Lunicornoelamorcortese;DameàlaLicorne.Source:ParisauMuséenationalduMoyenÂge.From:Rich-
arddeFournival,Bestiaired’Amours,1470.DigitalImage.Availablefrom:http://www.mariateresalupo.it/simbo-
limitialchimiafiabe/damaunicorno.html(2015年9月20日访问)
参见BrianFagan,FishonFriday:FeastingandFastingandtheDiscoveryoftheNew World (NewYork:Basic
Books,2006),224.Fr.DavidMoser,“WhataboutMeatandDairySubstitutesDuringGreatLent?”.Pravmir.com.Or-
thodoxChristianityandtheWorld.http://www.pravmir.com/what-about-meat-and-dairy-substitutes-during-great-lent/
(2015年12月2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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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ival)更是异教传统的残余,必须一并清除。他们举出 《新约》为证,指出耶稣与其门徒确曾禁食

以忏悔、纯净心灵,但经典中并未提及应在特定的时节禁食;况且,若要仿效耶稣,应该彻底禁食,而

不是只禁绝部分食物。甚且,斋戒、禁欲在本质上都与救赎无关,这些行为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会让

信徒上天堂。但是否要禁止斋戒,各个教派倒有不同观点。

基督宗教在16世纪分裂以前,罗马教会对于斋戒的内容因时因地而有些不同,规矩也时有变化,例

如1491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VI,1431-1503)即放宽四旬斋期不得食用奶油的禁令,并且

兜售豁免斋戒的特许,就像赎罪券一般为教廷赚取不少钱财。彼时知识分子如伊拉斯莫斯 (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即提出质疑,教廷贩卖免斋戒特许,意味着有钱人可以金钱换取救赎,禁食的内

容也可以替换,那么所有的禁令也都失去了意义①。禁食应当是不限定时间,也不选定特别食物的自发修

行,而不是教廷可以随意贩卖的标的。

路德 (MartinLuther,1483-1546)主张:斋戒虽属可有可无,但至少还有些强化信仰的功能,只要

信徒明白行斋戒无关乎获得恩典与救赎就好。他因此主张斋戒与否,应交由地方政府决定。所以日后路

德教派地区并不重视斋戒,也未加禁止,但斋戒仅可视为一种私人的修为[1]47-49。另一位新教领袖兹文里

(UlrichZwingli,1484-1531)则主张全面停止斋戒,信徒所有事工都以经典为依归,凡在 《新约》中未

提及之宗教活动都应全面取消[6]。卡尔文派 (Calvinists)则认同斋戒悔罪、涤清心灵的原始意义,认为

上帝对世间行止都有奖惩,斋戒是直接与上帝沟通,以求赦罪的必要活动。但他们主张废除四旬斋等传

统斋戒日,改由官方统一规定。卡尔文派信徒在特定日期全日斋戒,平常日子里也力求饮食简单克己。

这种简朴生活的规范也成为卡尔文与清教派的文化特征。

抗议教派林立之后,几经冲突、协商,各地主政者可自由决定当地信仰。因此,包括尼德兰、苏格

兰、瑞士、北欧诸国等抗议教派地区,还有法兰西地区的呼格诺派 (Huguenots)、英格兰的清教派 (Pu-

ritans)信徒,都逐渐放弃传统斋戒活动。斋戒不再是一种宗教规范,而成为一种自主养生、修行的

选择[1]47-49。

抗议教派停止斋戒还有附带的好处,就是顺势取消大斋期之前的狂欢庆典。狂欢节是古代异教元素

残留于基督教世界的代表。犹太教崇拜单一神明, 《申命记》中说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基

督自认为是救世主,解救世人,同样信神,不得再相信其他神明②,要所有信徒都 “远避偶像”。因此,

基督教在欧洲立定足跟之后,教会便禁止信徒继续原本西欧地区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也禁止一些与多神

信仰或万灵论相关的民俗行为,上自传统神话故事中的主神奥登 (Oden或 Woden),下至出没各地的矮

精灵 (Lepricon)。至于各种流行甚久的神话传说或奇闻轶事,都在禁止之列。

但这些异教活动并未完全消失,甚至有一部分利用变形的方式,融入基督教世界传统里③,大斋前的

狂欢节庆便是从古希腊的牧神节 (Lupercalia)、酒神节 (Bacchanalia)和罗马的农神节 (Saturnalia)演

变而来的。16世纪宗教分裂后,抗议教派反对这些经典中未提及的宗教活动,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便主

动去除许多由异神信仰改扮而成的圣徒节日,不仅可去除异教遗端,也企图减少与其宗教观有别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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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 见 Erasmus,Colloquies ofErasmus,V.I.TheProjectGutenberg EBookofColloquiesofErasmus.http://

www.gutenberg.org/files/14031/14031-8.txt(accessed18Dec.2015).EdwardJ.Furcha,H.WaynePipkin,Jeanor
DikranHadidian (eds.),Prophet,Pastor,Protestant:Theworkof HuldrychZwingliafterfivehundredyears
(Pittsburgh:WipfandStockPublishers,1984),63.
耶稣便曾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路加福音》4:8。
例如传统罗马宗教活动中的农神祭典 (Saturnalia),原于12月17日起举行,一直庆祝到23日为止。这种利用农闲时

期举行的庆典活动,并不少见,但基督教将之纳入节庆体系,将耶稣基督的生日订于12月底,将原本属于异教文明的

活动转换为圣诞节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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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宴。而狂欢节往往带来肆无忌惮的放纵与层出不穷的暴力,破坏社会秩序,地方政府更加乐意予以

禁绝。

原本宗教节日应当伴随斋戒,一旦教会减少宗教庆典,无论大众参与的斋戒或是属于小众的欢宴机

会随之减少。许多饮宴逐渐转为私人行为,上层社会或邀集客人醵饮于私宅,中下阶层的人则群集酒馆。

饮宴形式改变,活动的意义也产生变化。

罗马公教于1545至1563年在特伦多召开大公会议 (ConciliodiTrento),以响应抗议教派的挑战。

教廷重申斋戒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它是一种精神道德的价值,对心灵与身体健康有莫大益处,能帮助信

徒强化心灵力量,抗拒人性之罪的诱惑。在公教的势力范围中,信徒不仅要继续力行斋戒,教会也更严

格地监视信徒守斋的情形。直到1953年,教宗庇护十二 (PopePiusXII,1876-1958)放宽弥撒斋戒的规

定①;1966年,教宗保禄六世 (PopePaulVI,1897-1978)的宗座宪令声明,所有公教信徒应自行决定禁

食的内容与时间。此令一下,如同宣布基督教官方的斋戒规范至此结束。

四、结论

宗教为文化的重要面向,其表现在饮食方面,包括祭祀与斋戒两者。对我国而言,祭祀活动伴随特

定食物。春秋时,齐桓公下拜受胙,以礼敬周天子,孔子讨论食祭肉 “割不正不食”,也是从虔敬之心出

发,说明祭祀物品的仪式功能。西方宗教的饮食面相表现较为不同,多以减食乃至于不食表示其虔敬。

但古代社会粮食供应原本不足,必须非志愿减食或不食,故以宗教行为表现,较易为之。尽管世人皆以

神道设教,但如何强化民众对此事之意愿,又须主其事者三思。

犹太族群原本居住于巴勒斯坦一带,部分族群于8世纪时随着阿拉伯帝国征服者的脚步,进入伊比利

半岛,往欧洲推进;基督教也在此时也开始在欧洲各地传布。两个宗教的教义虽有关联,但诉求的对象

不同。犹太教中的许多斋戒为纪念犹太民族过往的历史,仔细探究,与欧洲人并无任何关联。例如 “三

周祭典”(TheThreeWeeksorBeinha-Metzarim)主要纪念犹太历史上两次遭到迫害之事,一次为公元

前58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 (NebuchadnezzarII,约公元前634年-前562年)毁掉所罗门圣殿。另一次

为犹大战争 (66年至70年)时,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许多犹太人被俘为奴,第二圣殿遭焚毁,圣殿中

许多圣物被送往罗马。在三周祭典中,犹太民族应当集会于教堂,追思悼念,并于最后的 “九日”(Nine

Days)期间斋戒,不食用家禽或红肉,不得饮酒。这种纪念节日为犹太民族历史记忆中颇难磨灭者,而

欧洲人民与之无关,自然无意纪念或守斋。

犹太人许多节庆或祭典配合其既有之生活环境,并不适合西欧温带地区农业民族,例如 “赎罪日”

(YomKippur)为犹太人最神圣之祭典,全日禁食和只能祈祷。根据 《旧约》明载, “每年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甚么工都不可作。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

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但是犹太历法的提斯利月 (Tishrei)通常为阳历的九、十月,农

事慎忙,不便斋戒或停止工作。所以基督徒也改变此种传统,并不守斋。

对一般民众而言,除因素食或不吃牛肉等关系以外,犹太人认定之 “可谢”食品均属可食。但对犹

太族群而言,一般人群所食者,未必能够食用。犹太族群于8世纪以后陆续进入西欧之际,便须面对此问

题。随着犹太族群逐渐扩散各地,一部分族群又越过庇里牛斯山,进入今日法国,再继续迁徙,进入德

意志区乃至波兰等东欧地区。此时,犹太民族不再长途移动,但仍保持其有关不吃猪肉或乳制品与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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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廷原本规定信徒在弥撒领圣餐礼前一天自午夜起即需禁食。教宗庇护十二在1953年的宗座宪令 (Apostolicconstitu-
tion)中规定,弥撒前三小时禁食固体食物;一小时前不再饮水即可领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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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得同食的诫命,一千多年以来,并未改变。这种文化印记,相当明确,也约束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

但基督教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人已经确立其生活节奏与饮食文化,对犹太人不认可之食物,野味如

山猪野兔,海味如虾蟹,无一不可食,也无一不食。当西欧居民接受基督教义时,也需与其既有生活环

境结合,否则便生凿枘,推行不易。所以基督教地区虽从 “利未记”中导引其斋戒礼节,但仅可能接受

仪式与时间,对饮食的内容必须适当修正。其修正的方式,从放宽原本的食物内容,到放宽对食品的定

义,终至修正或取消原本斋戒之规定。罗马公教的饮食规范较希腊正教宽松,抗议教派信徒更对斋戒有

新的解释。马丁路德等人虽不反对忏悔,却不认为斋戒属于 “事工”,足以说明这种态度的变化。

尽管一神教信仰中的饮食诫命对其信徒有相当约束力,在欧洲活动的犹太族群也说明欧洲地理条件

并不妨碍根据经典饮食,但同奉 《旧约》的西欧地区终因文化与地理条件的差异,发展出与犹太教不同

的饮食行为,岂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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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theDevelopmentofFastingRi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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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stingisacommonreligiouspractice.Differentreligionshavedifferentfastingtimesand

rituals.PeopleoftheJewishfaithfollowthefastregulationsoftheTorah,evenwhentheymovedaway

fromtheirnativeland.ChristianityisrelatedtoJudaismandsharescertainrules.WhenChristianitywas

introducedtoWesternEurope,ChristiansbasedtheirfastingprinciplesontheOldTestament.As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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