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9 | 

基督徒合一運動：未來動向 

薛君浩  

 

相信對合一運動要展示前景的話，不能不首先檢視一下過去

及目前合一運動的發展。今年適逢馬丁路德開始宗教改革五百週

年，無論是信義宗或其他基督教宗派都認同這是宗教改革的里程

碑，所以是值得紀念的。但與此同時，基督徒合一運動早已在上

個世紀初開始，尤其在五十年前，梵二大公會議頒布《大公主義

法令》，不但認同基督徒合一運動，並決心積極推行。以致今天

面對五百周年宗教改革大日子，天主教與基督教都認定今年應該

加倍宣示合一的決心。 

宗教改革五百週年 

宗教改革五百週年裡，可以見到的是合一運動在天主教與信

義宗之間，甚至與全球很多其他基督宗派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

發展。基督徒之間的對話似乎由於這個歷史性的事件而拾起勢

頭。 

去年十月三十一日，教宗方濟各參與了首個紀念改革週年的

活動，就是在瑞典隆德（Lund）舉行的禮儀。今年三月廿九至三

十一日在羅馬舉行了由宗座歷史科學委員會主辦，以「路德五百

年後：基督新教改革的歷史和教會背景的反思」研討會，其中天

主教及信義宗的歷史學及神學家共同進行研討。教宗方濟各在開

幕致詞中指出這個不可思議的事件令他覺得對上主感恩之餘也有

點意外。他提到信義宗和天主教共同委員會為紀念馬丁路德宗教

改革五百週年所發表的文件：《從衝突到共融》，並把它看作聖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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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施工的成果，因為祂克服所有障礙，並且把衝突變成在共融中

成長的機會。 

除了天主教與信義宗之間特別在今年進行的活動外，過去數

年，合一對話也有突出的進展。世界信義宗聯合會與天主教在德

國奧斯堡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因信成義／稱義聯合聲

明》發表後，世界衛理會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廿三日在首爾簽署聲

明，同意成為《因信成義／稱義聯合聲明》成員。今年世界改革

宗教會聯會宣佈將於今年七月在馬丁路德把九十五條論題釘在主

教座堂門前的地方，德國維滕堡（Wittenberg），正式確認《因信

成義／稱義聯合聲明》。這舉措能令參與者在宗教改革開始的地

方為合一祈禱。其他重大的事故例如教宗方濟各和君士坦丁普世

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Bartolomeu I），和雅典及全希臘東正教

總主教希羅尼穆斯二世（His Beatitude Hieronimus II）共同協助希

臘列斯伏斯島的難民；又如教宗方濟各與莫斯科及全俄羅斯正教

宗主教基里爾（Patriarch Kirill）在古巴夏灣拿，於去年二月十二

日的歷史性聚會，並針對多項問題（共三十項，包括呼籲停止在

中東對基督徒的迫害，及對兩教會達致合一的希望）簽署聯合聲

明。世界通訊媒體都對這些聚會作了廣泛的報導，基督徒之間能

以手足之情彼此聯繫的訊息達到了世界各處。 

這些及其他很多事件能夠發生是由於廿世紀初開始了基督徒

合一運動，尤其是梵二大公會議後，天主教主動跟不同教會在過

去五十年中展開交談。事實上，由教宗保祿六世至教宗方濟各，

各任教宗都優先以合一交談工作為己任，因為除非天主教會主動

令自己與其他姊妹教會及宗派展開手足情誼的交談，它不能自稱

為普世性（至公）教會。這種意識每天都在教會內加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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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成果的交談 

前任宗座基督徒合一委員會會長卡斯珀樞機（Cardinal Walter 

Kasper）為自己寫的書選擇了一個富隱喻的書名：「成果的收

穫」（Harvesting the fruits）作為多年與信義宗、聖公會、衛理公

會等進行交談的積極成果。在二零零九年新書發佈會中，樞機

說： 

沒有人能肯定的說，我們是經歷著「合一交談的冬

天」。反之，我們正處於仲夏的盛產季節，透過這本書

我們收集初熟及豐富的果實。這確是個豐收，而我也希

望這本書會變成一個脈衝，強力推動我們不斷交談。

1 

事實上，該書出版後，天主教與世界信義宗聯合會達成的共

識，以及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完成的工作

相繼出版了重要文件。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梵蒂岡和世界信義宗

聯合會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一起公布的文件：「從衝突至共

融：信義宗與天主教共同於二零一七年紀念宗教改革」一文；接

著就是信仰與建制委員會經過長期對教會學的研究成果，發表的

「教會：走向共同的願景」。 

A. 從衝突至共融  

由於《因信成義／稱義聯合聲明》的啟發，兩教會的組織願

意見到二零一七年成為淨化記憶的機會，好能對教會合一所造成

的損害表示遺憾，並一起表示願見到大家之間建立可見的合一。

雙方都願意確認在合一運動及全球化的時代，要求一種新的方式

去慶祝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要把焦點放在承認錯誤，並強

                                                           

1   Kasper, W. 15.10.2009, website press.vatican.va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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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過去五十年來信義宗及天主教交談的進展。從這份文件的開卷

語可以見到大家對合一的堅決態度。它說： 

在二零一七年，我們應公開地在基督前承認錯誤，破壞

了教會的合一。這紀念性的一年給予我們兩種挑戰，就

是：淨化及醫治過去的回憶，和按照耶穌基督福音的真

理去恢復基督徒的合一（弗 4:4–6）。 

這份文件處理了一些重要的信理，包括聖洗、聖體和職務，

還有關於權威、聖經及傳統的角色。簡言之，文件討論了天主聖

三的計劃中，組成教會的必要因素。雖然文件具有交匯性，但它

在每個主題中留下了不少空間讓信義宗或天主教去表述雙方仍然

存在的分別。但這文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希望獲得廣泛傳閱及研

討，以致它不只是專家達致的成果，卻要變成合一發展的新階

段：走向接受及確認的過程，並容許這文件去影響這兩個傳統中

信友的思維。 

B. 教會：走向共同的願景  

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在這份文件中花了二十餘年的時間才能完

成。它處理了有名的利馬文件（Lima Document）遺留下來的主要

問題，就是：對教會的了解。

2 巴西獨立長老會區迪艾牧師（Rev. 

Odair）是信仰和教制委員會的現屆會長，最近談到這文件時，解

釋需要找到教會之間對教會學共識多麽重要。他說： 

你會奇怪為甚麼討論教會的意義那麼重要。不是還有其

他更急切的問題嗎？例如怎樣一起見證我們身為基督徒

的信仰。但我相信討論教會學是重要的，因為很多分裂

都影響著基督徒，但原因是神學上大家對教會，以及教

                                                           

2   Cf.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1982-1990: Report on the Process and Responses, Faith 

and Order Paper m. 149, WCC Publications, Geneva 1990. 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基督徒合一運動：未來動向  

| 43 | 

會在上主救世計劃中的角色有不同的了解。有些專家認

為這就是西方基督徒合一問題的核心。這代表著邁向合

一的道路改變成尋找一種表達教會的語言，用它來幫助

我們從一種衝突的狀態變成交談關係的性質。藉此，不

同教會能找到大家之間的相似的地方，較之從護教學角

度所了解的教會分歧為多。當然，這樣做能強化教會之

間（還未完美）的真正共融。努力地尋求教會學的共同

點就是嘗試令教會在世界中，並為世界更全面地作出見

證。 3 

事實上，這是有意成為一份具相匯性（convergent）的文

件。這個計劃是要在這複雜的教會環境中，為基督徒合一提供幫

助。按照奧牧師的意見，這文件有一定的相匯點，但也由於它涵

蓋的問題甚多，所以也有它的限度。不過努力使基督的教會達到

可見的合一是福音確實的要求，所以我們不怕要逆流而上。各教

會對這文件的回應已在二零零五年底完成收集階段，並將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將會舉行一次大會檢視各方的回應。 

C. 這兩份文件相似的地方  

當然有相似的地方，並且對合一的交談帶來鼓勵。首先，它

們強調參與交談者之間能達成一份具相匯性的文件。譚雅麗

（Tamara Grdzelidze）4 談到工作中見到所有人都設法用他人可以

了解的方式表達自己

5
。大家要表達出以甚麼方式及到甚麼程度出

現了具相匯性的地方。在這兩份文件中都可以見到這特點。  

                                                           

3   Cf. Martin Hoegger, Focus: Ecumenismo e Chiesa nel XXI secolo, Nuova Umanita’, No. 

223, Roma, 2016, pp. 27-31   

4  譚雅麗(Tamara Grdzelidze)是來自格魯吉亞的東正教神學家。她參與信德與教制的工

作有十三年之久(2001-2014)。 

5   Ibid., p. 31-33.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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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兩份文件都在處理大家對教會的了解。雖然在信義

宗和天主教聯合文件中沒有指明，但它的範圍覆蓋了所有構成教

會的重要因素。其實馬丁路德五百年前提出討論的正好是教會的

含意。所以繼利馬文件針對聖洗、聖體及職務的討論後，續後問

題自然是：教會之間對組成基督所建立的教會的要素找出共同的

看法。 

第三點是有關這些文件的接受度，意思是除專家之外，各教

會從牧者到信眾，對這些文件的認識及接受是否明顯。因此兩份

文件都一致呼籲大家能加以傳閱及討論。 

D. 新 的 交 談 方 法 ： 「 彼 此 接 納 的 合 一 運 動 」

（Receptive Ecumenism）  

按照鍾白琪（Joan Back）6 的講法，「教會：邁向共同願

景」利用了一套新方法所達致的成果。它是近數年漸趨成熟並被

套用到合一運動中的可行方法，取名為接納的學習

7
。它要求以下

需具備的態度：接待，聆聽及接受。這概念運用到合一交談便形

成「彼此接納的合一運動」

8
。這是指每個人都嘗試認識他人的教

會，並承認它的恩賜。它採納一種正面的態度，因為負面的態度

來自大家的分歧，並強化教會之間的分裂。認受的合一運動是本

世紀初在英國達勒姆大學（Durham University）天主教研究學系

發表，並迅速成為很多教會間合一交談的工具。它是梅利教授

                                                           

6  鍾白琪 Joan Back 是一位神學家，曾在羅馬 Claretianum大學教授基督徒合一運動，現

在任教於瑞士蒙特「奧妙身體」學院。她是普世博愛運動總部合一中心的共同主任。  

7  Joan Back, La Chiesa: verso una vision commune, Nuova Umanita’, No. 223, Roma, 2016, 

pp. 11- 25. 

8  Cf. Callan Slipper, Receptive Ecumenism, Nuova Umanita’, No. 221, Roma, 2016, pp. 61-

63.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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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Paul Murray）的靈感。他嘗試尋找一種新的方式去推動基

督徒合一。它要求基督徒團體接觸其他團體時，意識到需要從對

方學習。就是接受對方具有的恩賜是自己可以並應該學習的。這

是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跨越希望的門檻》一書中建議的。他

說：「……種種分裂可能是一種方法去領導教會，並繼續引領她

去發現基督福音和祂帶來救恩中所包含的富藏。可能這些富藏不

能以其他方式顯示出來……」因此「接此接納的合一運動」就出

現在一方面忠於自己身份，並保持其完整之餘，也同時能接受對

方。 

世界教會協進會透過生命與事工委員會和信仰與教制委員會

推行合一運動到今天，也曾不斷遇到新的障礙及挑戰。是否能透

過這種新的認受合一運動而解決問題，達致可見有形的合一？至

今，對不同的並帶有共識的文件的認受過程是否已經展開，還是

仍然只屬於專家的工作成果？相信答案在於地方教會能否推動這

樣的過程，達致團體中的草根層。 

總結 

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活動裡，我們在合一運動的水平線

上看到了新的動向的出現。它要求我們不同基督徒團體，以致草

根層多點參與，並給予回饋。彼此接納的合一運動的理念也其實

是邀請大家回到精神層面，留意交談之中的內在態度。這種交談

強調的是在主內建立彼此的關係。這裡所需要的就是謙遜，願意

把對方的優點突顯出來，並在彼此間維持仁愛的關係。這實在需

要一種內在皈依和思想模式的改變。事實上，靈修合一運動才是

合一運動的靈魂（《大公主義法令》#8）。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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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地合一連動而言，基督徒應多一點找機會相聚見面，尤

其在堂區層面，好能建立手足之間互相尊重與欣賞的情誼。當

然，基督徒之間的合一是聖神的工作，並且那裡因主的名相聚合

一，並富有仁愛，那裡就有復活的主特別的臨在。這樣我們才能

一起成長，讓大家形成共融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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