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7 | 

簡介香港基督徒合一運動 

龔聖美  

導言 

天主教會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1962-65）所提倡的「大

公運動」，現多稱為「基督徒合一運動」，主旨為尋求與基督新

教、正教和其他基督宗教內的各宗派一起實踐耶穌的最後禱文：

「願眾人都合而為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

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若

17:21）。教廷於 1963 年 5 月成立「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

會」，在聖神的帶領下，教會改變對基督新教的態度，其中包括

以下主要兩點： 

1. 天主教會承認在天主教會外能有救恩：「雖然在此組織以

外，仍有許多聖化與真理的要素存在，那都是基督的教會才

有的資產，向著大公的方向推進……。」

1 

2. 基督的教會實現（subsist）在天主教會內：這表明「基督的

唯一教會，我們在信德內所承認的至一、至聖、至公，從宗

徒傳下來的教會，我們的救主在其復活後交由伯多祿治理的

教會，基督把它立為「真理的柱石和基礎」這一個在今世按

方式而組織的教會，在天主教內實現。」

2 

1964 年 1 月教宗保祿六世在耶路撒冷與雅典納哥拉一世

（Patriarch Athenagoras I）會晤並且互相擁抱。這被稱為「世紀的

擁抱」。1964 年 11 月 11 日教廷頒佈《大公主義法令》（The 

                                                           

1   《教會》教義憲章 8 

2   《教會》教義憲章 8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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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e on Ecumenism）。1965年 12月 7日，大公會議消除了 1054

年的彼此絕罰，一方面治癒了歷史上的分裂，見證了相互間的寬

恕，另一方面則標誌一起努力追求共融的堅定承諾。 

過去的 50年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努力不懈地認識對方、彼此交

談，而歷任的教宗中，尤其聖若望保祿二世更率先承認教會曾經

犯過錯，尋求彼此的寬恕和願意更新彼此的關係。現任的教宗方

濟各更不在話下，他把握機會聯絡各宗派的領袖；2016 他曾與俄

羅斯東正教首牧基利爾宗主教有歷史性的會晤，到亞美尼亞與宗

徒教會宗主教卡雷今二世會晤。2016 年 10 月 31 日在瑞典倫德與

世界信義宗聯會主席尤南主教舉行共同祈禱，一起為紀念宗教改

革五百週年揭開序幕。 

香港早期的發展 

香港教會迅速回應梵二對「大公運動」的呼籲並於 1966年成

立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合一委員會」）。當時

的主席為方濟會翟煦神父（Fr. Fheo Diederich OFM），大部份是

聖職人員，平信徒佔少數，這是可理解的，因為他們所承擔的任

命確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當時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態度是互相對

立、互不理會，各自發展自己的教務。在平信徒之間，大家不會

去參加對方的婚禮或葬禮。這個冰冷的圍牆多麼需要由上而下的

傳統去化解，並且要靠多方面的努力去進行。在天主教方面，如

果神職人員率先破冰，那麼才較為容易開路！ 

委員會早期的成員之一乃是徐誠斌神父，後來他於 1969年奉

委為香港教區主教。由於他的背景來自基督新教，他相當認識和

了解他們，為此他對「大公運動」予以支持。在聖神的引導下，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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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天主教會也參與海員宗會（Mariners Club）的合一事工，即

天主教與聖公會教牧同工一起負責照顧來港郵船上的水手和員工

信友。天主教香港教區與香港聖公會於 1973 年在啓德機場設立共

同祈禱室。1974 年共同簽署互認領洗的聲明；表示一位信徒如因

某個緣故轉換到聖公會，或由聖公會到天主教會都無須再領受聖

洗聖事。1977 年天主教香港教區與聖公會共同協定有關互通婚姻

的牧民指引。 

有目共睹，起初十年，天主教會與聖公會在合一的路上確實

有明顯的進步。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徐誠斌主教頗重視與基

督新教的聯系和溝通。此外，處於當時為英國殖民地下的香港，

首先與聖公會打交道，並且與他們有密切的合作和關係也是能理

解的！ 

現在按照合一委員會的主要方向，簡述其發展。 

(1)  教育  

據說當時推動基督徒合一的工作非常艱巨。天主教和基督新

教雙方都一直持守歷代對立的態度，所以即時的改變是不可能

的。為此，合一委員會決定先要增強信友對基督徒合一或大公運

動的認識。他們印刷傳單，解釋梵二為「大公運動原則與規範」

所發出的「大公指南」，其中七個重點： 

1. 由於我們的分裂，我們都變得貧乏。我們彼此需要對方。我

們要深信分裂導致我們不完整，需要內心的皈依。 

2. 基督徒合一有賴於新的神學方式，各神學院需要拓展彼此的

接觸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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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基督徒合一也要求我們認識和尊重其他宗派或宗教的信

念和行動。 

4. 天主教徒要注意消除對其他宗派的偏見和負面態度。反之，

要趨向合一。 

5. 基督徒合一要求我們與其他教派的信友相遇，從中才有機會

讓基督徒合一成長，例如：在基督徒合一祈禱會中相遇。 

6. 共同攜手為社會服務是傳遞基督徒合一意識的好方法。 

7. 祈禱能改變人心，聖化生活，而「在靈修中的基督徒合一」

是大公運動的靈魂。 

合一委員會定期把有關「合一」的文章投稿給公教報，即教

區報章，或堂區刊登，藉以教育群眾，為教友延續培育工作。 

經過了 40 多年，目前很多教友對基督徒合一多少都有點認

識。在堂區方面，尖沙咀玫瑰堂基督徒合一小組也曾編印了有關

方面的宣傳單張派發給教友，以提高他們對這方面的認知。由

2009 年至目前，只有這堂區設有基督徒合一小組，推進油尖旺區

的牧師、神父和教友的聯誼。 

(2)  社會方面的合作  

早於 1970年，香港天主教、基督教社會發展聯會委員會的主

席是高苕華女士，而義務書記則是郭年士神父（Edward Collins, 

S.J.）。 

由羅馬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及日內瓦基督救世軍理事會與東

南亞基督教議會聯合主辦之「亞洲社會發展會議」於 1970年 7月

在日本東京聖心大學舉行，主題是「農村及農業發展城巿及工業

發展」。該次會議鼓勵發展聯會在社會方面共同合作和行動，同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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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鼓勵基督徒以當前社會力謀現代化時，以少數份子的創造力去

積極貢獻。 

從 1975-1999 年，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湧入香港。1980 年發

展聯會在荃灣區具體協助越南難民，幫助他們在落實社會發展的

過程中，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社會服務機構與天主教香港正義和

平委員會和勞工委員會有多方面的合作。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刻，

也為社會發出正義的聲音。 

2016 年 3 月，楊鳴章輔理主教應邀到聖公會社會服務機構作

分享，希望大家能彼此多認識，將來有機會攜手合作，並肩為社

會大眾服務。 

(3)  合一祈禱聚會  

這項活動是委員會的重要工作之一。自 1964年開始，每年都

在 1月份舉行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即由 18日的聖伯多祿慶節至 25

日的聖保祿慶節。最初是天主教與聖公會舉行合一崇拜，到 1967

年才推及到眾信徒層面，1968年甚至在大會堂舉行。 

基督徒合一祈禱聚會最初是全港性的，但後來由於參與的人

數少，便在 1973 年改為分區舉行，主要地點在港島、九龍、官塘

和荃灣，由各區神父、牧師及教友主持。聚會後有茶點招待，好

讓大家聯絡感情。港島區的合一祈禱聚會安排在中環公教進行社

小堂舉行。直至如今，每月第四個星期四的下午會特別為推進基

督徒的合一舉行彌撒。 

譚坤神父在合一委員會服務長達 26年。九十年代開始，他邀

請了普世博愛運動負責週年的合一祈禱聚會，同時盼望能夠再次

舉辦全港性的聚會。自從 2003 年在聖神的帶領下，不同宗派，但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神思第 113 期  

| 52 | 

志同道合的有心人士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自發性的基督徒合一

祈禱籌備小組，成員來自天主教普世博愛運動、天主教天行者國

際使團、聖公會、浸信會、香港信義會。雖然他們都是工作繁重

的大忙人，但合一的心火使他們能抽空見面，共享午膳或晚餐，

即「飯聚」。聖公會蘇以葆主教笑說這群人常常「犯罪」，原來

他們「飯聚」是為了上主而工作！這小組人數由六人增至十五

人。他們不單工作，而且每年安排一天的時間來作靈修活動，重

申他們對主的愛和在祂內建立互愛，互敬互重的關係。 

自 2004年又回復全港性的基督徒合一祈禱聚會，由這小組負

責。他們每年都會按大會的主題構思如何讓參與者能夠投入禮

儀，並且在年中不要忘記這有意義的聚會。舉例，其中一年的特

色就是給參與者以印有「基督徒」字樣的圍巾為另一教派的信友

圍在頸上，以表示大家無分彼此，同是基督徒。籌備小組鼓勵各

堂區/堂口的歌詠團參與。他們由最初各自獻唱而演變成年度的

「基督徒合一聯合歌唱團」，而人數也不斷增加。最高記錄參與

此聚會的人是 1983年在香港循道衛理舉行的，約 500人。 

(4)  教義和神學的發展  

70-90 年代耶穌會的施惠淳神父（Bernard Shields, S.J.）曾於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任教，並擔任圖書館主任；又任教中文大學、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聖公會神學院。神父熱心基督徒合一工作，

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成員。

3 施神父在聖經和古文方面造詣深

厚。他同時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和基督新教學府執教，無疑是一

道建立合一的具體橋樑。他的教導中肯而富有智慧，加上他為人

                                                           

3  公教報 2005年 4月 10日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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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處事既溫和又公正的態度，令學生更意識到天主教和新教

兩者同時擁有的聖經都是同出一轍，只有少部份具有差異。 

1973 年合一委員會已聯絡當時的聖公會領袖白若翰會督，徵

得其同意，商討如何能達成互相承認洗禮的協議。1974 年聖公會

港澳教區及天主教香港教區於 3月 15日假座香港下亞厘畢道一號

會督府小堂，由雙方教會代表（天主教李宏基主教和白若翰主

教）簽訂聖洗協議。 

千禧年初合一委員會開始舉辦零星或年度的公開講座，例如

因信稱義成義、合一路上的聖母、就歷史回顧分裂等主題。這都

是一些創新的破冰之舉。每次講座都邀請不同宗派的代表或教授

講述各自教會對專題的看法、演繹和立場。事實上，這是一個重

要的平台，不僅讓信友們有機會認識彼此的信仰內容，更為講者

和參與者帶來交流的機會，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 2012

年「合一路上的聖母」的講座，由聖公會管浩鳴牧師平反在基督

新教信徒心裡的聖母，將她放回原來應有的位置！又例如在「因

信稱義/成義」的講座中，產生了共同合作的理念！ 

(a)《因信成義/稱義聯合聲明》中文版的共同簽署 

這份文件早於 1999年 10月 31日由梵蒂岡宗座基督徒合一委

員會與世界信義宗聯會簽定聯合聲明，大家共同承認對「因信成

義/稱義」的理解有不同方面的側重，但在基本真理上已取得共

識，其餘差異，不再構成教義上的爭論。2006 年世界循道衛理宗

協會認同有關聯合聲明，並且在文件上加上簽署。 

1999 年 11 月香港也有慶祝《因信成義/稱義聯合聲明》的儀

式。隨後，天主教香港教區和香港信義會都有各自翻譯的版本。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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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27 日合一委員會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舉辦「因信稱

義」的研討會，引起某些關注。當時的講者（香港信義會監督戴

浩輝、天主教聖神修院神學部主任蔡惠民神父和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會長盧龍光牧師）一起預備研討會。期間互相交流，一致支持

戴監督的提議：把雙方的中文版本修編為同一的版本，務求能在

基督徒合一方面向前邁進一大步。 

經多方接觸，終於在 2013年初由香港信義會派了三位代表：

李廣生牧師、方克信牧師、曾浩賢牧師和天主教的三位代表：蔡

惠民神父、鄺麗娟修女和黃錦文神父成立了修訂小組。每次的工

作聚會都增加了彼此的認識，亦藉著聖神的帶領，雙方用心聆

聽，彼此學習，互相豐富。第二期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林崇智牧

師合作修正適合於三方的內容，再次見證聖神的同在。 

2014年 5月 25日見證合一的聯合聲明中文版的簽署，由三方

教會領袖共同簽署：天主教湯漢樞機、香港信義會陳堅麗監督和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袁天佑會長。由於尊重各自的聖經

翻譯，所以小冊子內是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用語，但除了聖經引

句和基本名詞的不同翻譯，其餘內容全部一致。合一的聯合聲明

中文版是香港基督徒合一的里程碑。 

(b) 聯合神學院的座談會 

合一委員會為推廣這「因信成義/稱義」聯合聲明的訊息，先

後舉辦了三次的座談會。薪火相傳是信仰上一個不可或缺的環

節，為此合一委員會於 2015年 10月 23日協助天主教聖神修院神

哲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和信義神學院共同舉辦

「因信共融」的座談會，內容解釋「因信稱義 /成義的聯合聲

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如何都共同承認信德/信心是天主白白賜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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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的恩寵，沒有天主的恩寵就不能回應祂的愛和召叫。另一

方面基督新教也不排除人除了信德外，還需以行動和愛德顯示他

的信仰，因為沒有行動的信仰是死的。在回應主題方面包括不同

教派的代表：聖公會的陳謳明主教、香港五旬節聖潔會的伍山河

總監督、中華基督教會的鄧達榮牧師。他們都以不同的語調認同

「因信稱義/成義的聯合聲明」，讚賞基督徒的合一的工作能夠伸

延到不同的宗派並開始獲得不少人的支持。這是第一次香港三間

神學院攜手合作，所以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也是邁向合一的另

一步。2017 年 11 月的座談會主題為《從衝突到共融》（From 

Conflict to Communion, 2013），《從衝突到共融》是一份天主教

會和世界信義宗聯會為紀念「教會改革」共同編寫的文件。 

(c) 神學交談小組的成立 

2014年《因信稱義/成義聯合聲明》的小册子面世。由於幕後

工作的團隊的誠懇交談、互相尊重和了解，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合一委員會有見及此，覺得需要這互惠的關係開放並且擴展給其

他的宗派。合一委員會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為此事商議。2014 年

底成立了神學交談小組，目標及宗旨：神學上交流，以促進基督

宗教內眾教會的合一，包括探討建立合一共通的信仰語言，推動

互相認識及接納彼此的差異並學習包容多元的大公精神。由聖公

會、信義會、崇真會和中華基督教會，每宗派委任三位「對口」

代表參加，中文大學研究中心也受邀成為學術方面的顧問。他們

第一個工作就是琢磨出一份為基督徒合一祈禱的經文，要那麼多

資深的學者獲得共識簡直需要奇蹟的出現！經過互相的磨合，最

後版本終於在 2015年底敲定，印刷了二萬張分發各堂區。2016年

神學小組舉行季度的座談會，主題包括：領洗、聖體、牧職和教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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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個互相交談的平台，確實加深了宗派之間的認識，也聚集

了一群在神學方面對大公運動有興趣的朋友。 

2017 年神學交談小組策劃座談會的目標轉移到神職人員，主

題仍圍繞《從衝突到共融》的文件，包括回顧和前瞻的部份。 

總結反省 

教宗方濟各的言行，向普世教會重申「基督徒之間的合一是

首要之務，因為我們意識到那些使我們結合的因素遠多過使我們

分裂的因素」

4
。 

合一委員會成立之初，成員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經過前輩

不斷的播種和付出，加上接棒人承先繼後的精神和努力，在教區

內基督徒合一的意識也漸漸提高。 

• 合一委員會在不同方面的發展已略有成果，例如有關社會的工

作已由正義和平委員會和勞工委員會直接與基督新教直接聯絡

和合作。 

• 教義方面於 2014年設立神學對談小組。 

• 週年基督徒合一週祈禱聚會有專責小組負責已成立多年，每年

也有固定人數參加。 

以上兩個小組所策劃的活動，在推廣方面仍然強差人意，期盼

能夠獲得更多神長們的支持和推廣。 

• 不同的神學院開始舉辦聯合座談會。 

                                                           

4   瑞典倫德致詞 2016.12.31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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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落實楊鳴章主教的祝願：成立「香港

基督宗教神學院聯盟」。（楊主教在 2017年 1月 19日教牧同工聖

餐的證道） 

今年三月份「香港天主教聖公會合一小組」得以成立，以便

促進和落實具體的合作。  

今年七月十四日天主教與香港信義會將會簽署《從衝突到共

融》的共同中文版本。 

然而，對福音派的兄弟姊妹，合一委員會還在努力尋找交談

的機會。在基層方面零星的接觸已開始，但仍待時機與領導階層

接觸。 

對基督徒合一情有所鍾的普世博愛運動成員和泰澤成員，已

先後在 1975年、2010年被邀請加入委員會。此外，還有修女、終

身執事也陸續被邀參加。委員會的成員雖不是甚麼重要人物，但

大家都願意成為實踐耶穌最後的禱文：「願眾人合而為一」的工

具。 

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天主教教會積極展開與新教

對談的工作，在多方面都獲得令人鼓舞的成績。基督徒合一的路

是漫長和艱巨的，但套用一句 Cardinal Walter Kasper 的說話，現

時基督徒合一的情況就像一架在高空飛翔的飛機，在地上的人看

不見它在前進，但它確實在朝著它的目標進發。 

所謂眾志成城，加上感恩於聖神的帶領，我們對合一滿懷希

望，因為這是主的要求，祂必會賜予我們恩寵和力量。 

最後，謹此懇請各位為基督徒合一的工作祈禱，彼此攜手促

進與基督新教、正教和其他基督宗教各宗派的友誼和交談。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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