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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教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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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B年，在当时属于波兰共和国的布列斯特召开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会联合的宗教会议，史称

“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东正教和天主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这一影响至今在双方关系中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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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形成于公元A世纪。在经历了短暂的鼎盛时期后，基辅罗斯开始衰落，

分裂为诸多公国。王公间内讧不断，民不聊生。基辅逐渐丧失了其作为罗斯政治中心的地位。取而代

之形成了两个中心，即南方的加利西>沃伦公国和北方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E(—’!G"
年，蒙古鞑靼人入侵俄国，结束混乱局面，开始了对俄国长达!G"年的统治。在此期间，俄国的政治中心

逐渐从南方转向北方。在蒙古人统治被推翻前夕，莫斯科取代了弗拉基米尔而成为俄国的政治中心。

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俄国西部邻居乘机掠夺领土。在这方面，立陶宛成就最大。’G世纪，立陶宛占

领了俄国西部大片的领土，连基辅也未能幸免。除加利西被波兰占领外，整个乌克兰都被纳入立陶宛的

版图。’EBC年，波兰和立陶宛两国通过王室间的联姻而合并。然而，通过联姻的方式联合起来的国家

一直不十分稳定。直到’#BA年的“卢布林合并”后，才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波兰共和国。

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影响很大的立陶宛民族开始天主教化。

波兰和立陶宛有许多领土是从俄国夺来的，其上居住着俄罗斯人，他们都是东正教徒。作为天主教

国家，波兰当然不希望看到东正教在自己国土上发展。因此，随着天主教的推行，在波兰和立陶宛均发

生了排挤东正教的现象。俄国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北方，对西部领土鞭长莫及，而且俄国人自己还处

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面对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徒兄弟的遭遇，心有余而力不足。

’"世纪末，俄国人从拜占庭帝国引进东正教作为国教。由于这个历史渊源，俄国东正教会隶属于

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是后者的一个都主教区。俄国都主教一般是由希腊人担任。长期以来，都主教驻地

在基辅，因此，俄国东正教会也叫基辅都主教区。随着俄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基辅都主教驻地也向北方

迁移。’!AA年，基辅都主教将驻地迁移到北方的弗拉基米尔。’E!C年，基辅都主教最后落户莫斯科，俄

国东正教会由基辅都主教区变成了莫斯科都主教区。伴随着莫斯科的崛起，蒙古人对俄国的统治走向

终结。此时的拜占庭帝国也在走向衰落。在政治上已经走向独立的俄国人开始寻求摆脱对君士坦丁堡

牧首区的依赖。

莫斯科都主教区走向独立与希腊人在佛罗伦萨教会合并会议（’GEC—’GEA）上的表现有关。面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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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人的威胁，为了获得西方天主教世界的军事援助，希腊人在这次会议上与天主教徒联合，即承认天

主教教义，服从罗马教皇的领导，但保留自己的礼拜仪式。希腊籍基辅都主教（实际上已经是莫斯科都

主教了）伊西多尔代表俄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积极支持教会联合。俄国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会联合，

因此不承认佛罗伦萨会议。伊西多尔返回俄国后被逮捕，但他成功地逃跑了，最后去了罗马。!""#年，

在伊西多尔逃跑后，俄国人未经希腊人同意，独立地将约纳祝圣为莫斯科都主教。莫斯科都主教区彻底

独立。

就在莫斯科都主教区独立十年后，基辅都主教区从莫斯科都主教区中分离出去了。当年伊西多尔

逃跑时，带走一个学生格列高利，后者于!"$#年被支持教会联合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马马祝圣为第一任

独立的俄国西部都主教，这位牧首当时正流亡在罗马。从此，统一的俄国教会分裂了，形成两个都主教

区，各有自己的都主教。一个以基辅为中心，仍然叫基辅都主教区，另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叫莫斯科都

主教区。如果说莫斯科都主教区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后实行了完全的自治，那么基辅都主教区独

立于莫斯科都主教区后，仍然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领导，尽管这个领导十分勉强。

独立后的第一任基辅都主教格列高里是佛罗伦萨教会合并的支持者，他多次果断地在立陶宛推行

合并教会，但没有获得国王的支持，信徒更是坚决反对。大约十年后，他自己回到了东正教的怀抱。不

过，在他之后的最初几任西部都主教几乎都坚持教会合并政策。最后一位与罗马保持联合关系的基辅

都主教是约瑟夫·布尔加林（!"%#—!$&!年在位）。从!’世纪初开始，在下层信徒的强烈抵制之下，合

并教会逐渐消失，没有人再公开支持和宣传教会合并的思想了。

俄国西部教会回到了东正教的怀抱，名义上还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但这个隶属关系只是形

式上的。实际上，在波兰共和国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根本得不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保护。他们被迫

孤军奋战，抗击来自各方面的打击和迫害。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教会合并的思想始终存在于部分

人的头脑中。

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不可能真心诚意地保卫东正教徒，相反，利用各种机会

排挤和迫害东正教徒，想尽办法削弱东正教在自己国家的力量。在!"!(年通过的戈罗杰里决议

（!"#"$%&’()"%*"(+,-".&%-/%）中就明确规定，在立陶宛，高级国家职务只能由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担

任。决议还禁止再建东正教堂，甚至禁止修缮已有的东正教堂［!］
（)$(%）。这个政策极大地伤害了东正教

徒，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天主教徒以各种借口剥夺东正教堂。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冲突

不断。

就在“卢布林会议”最后一天，波兰国王西基兹蒙德二世说：“政治合并在大会上通过了，我现在要考

虑的是信仰上的统一问题，这是宗教上的统一，即统一的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问题。”［!］
（)$%&）国王的意

图是明显的，就是要削弱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的力量，最终用天主教取而代之。对东正教徒而言，这是

一个不幸的宣言，它改变了波兰共和国领土上东正教徒的命运。尽管波兰共和国是欧洲当时在信仰方

面比较宽容的国家之一，但是东正教徒在这里还是遭到歧视和排挤，他们被看作是二等公民，波兰作家

甚至称之为“分裂派”0。此外，波兰国王一直担心莫斯科对立陶宛领土的威胁，总是寻找各种机会使立

陶宛彻底地与莫斯科断绝联系。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手段当然是宗教上的分离，即让立陶宛领土上的

东正教徒脱离东正教会，处在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之下。这就为实现教会合并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基督教国家，世俗政权为教会提供庇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信徒的宗教生活，这就是所谓的

庇护制。在政教关系上，这是个很正常的制度，自古有之。国王或贵族等土地占有者保护自己领地上的

信徒和教会，控制教会神职人员的人选。比如作为东正教徒的俄国沙皇是东正教的捍卫者，为东正教徒

提供各种庇护。但是，在波兰和立陶宛以及后来联合的波兰共和国，这个制度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在这

里，国王和政府官员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只为天主教提供庇护。波兰天主教贵族更是利用这个庇护制，

暗中破坏东正教，排挤东正教徒。东正教的主教任免完全由国王决定。国王根本不考虑宗教因素，只根

据自己的愿望，只考虑候选人对国王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其在信仰上的虔敬。因此，东正教

主教职位实际上成了国王与主教之间的一种交易。上行下效，波兰贵族完全控制着自己领地上的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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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生活，无论东正教修道院院长，还是堂区神父，其命运都掌握在贵族手中。如果贵族是个东正教徒，

情况还好些。如果是天主教贵族，那么他们总是滥用这个权利，把这些重要的教会职位“赏赐”给自己喜

欢的人。

俄国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会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主教人选上。国王根据自己的考虑，随意任免东正

教的主教，有时干脆将主教职位卖掉，甚至同时卖给两个人，他们之间再通过武力解决这个主教职位的

最终归属。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的行贿受贿现象，更是随处可见。更有甚者，国王常常根据天主教徒的意

愿任免东正教的主教。因此，那些根本不适合担任任何宗教职位的人，却当上了东正教主教。“成为主

教后，他们仍然与自己的妻子居住在一起，将修道院的一部分或全部改为生活区，在这里举行舞会和宴

会。”［!］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主教职位的人，不但不适合履行宗教职务，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些道德败坏

分子。许多东正教主教过着奢华和堕落的生活，影响极坏。显然，这是作为天主教徒的国王和贵族有意

为之，其目的是为了贬低东正教。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因为逐渐地，俄国西部东正教会内部很少有合格

的教牧人员了。本应为信徒树立道德榜样的神职人员，恰恰在道德上堕落了。可以说，波兰共和国东正

教神职人员道德堕落是合并教会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

在波兰共和国，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而且常常是敌对的。天主教徒敌视

东正教徒，甚至不希望看到东正教徒在波兰共和国存在。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排挤东正教徒，通过各种手

段把东正教徒引向教会联合。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耶稣会士，正是他们使合并教会的思想在这

里复活了。耶稣会士的出现，对西部东正教会的处境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

耶稣会士被邀请到波兰共和国，主要是为了抵抗新教在这里的流行。耶稣会士成功地控制了波兰

共和国的教育系统，将在这个领域里曾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新教徒压制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放过

东正教，对东正教徒展开了宣传攻势。耶稣会士彼得·斯卡尔卡（!"#$%&’$&’）于"&’’年用波兰语出版

了一本流传很广的宣传教会合并思想的小册子《论上帝教会如何团结在一个牧人周围》，并把它献给了

当地最富有的东正教贵族康·康·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作者在书中描绘了罗马天主教

会是如何地成功，而希腊东正教会则被描绘得十分可怜。结论是，东正教徒应该回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怀

抱，即走合并教会之路。作者在书里提出了具体的联合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并没有什么新内容，没有超

出佛罗伦萨合并会议，但它十分具体：只要俄国东正教徒承认教皇的首要地位，承认罗马教会的所有教

义，他们就可以成为合并派教徒，至于希腊的宗教礼仪（或者俄罗斯的宗教礼仪），如果它们不违反罗马

的信仰，则可以完全保留下来。这对处在困境中的东正教徒（特别是白俄罗斯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当

地贵族中间引起广泛关注。

&(!年，耶稣会士安东尼·波塞文诺神父去莫斯科调节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在莫斯科，他与伊

万雷帝就信仰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伊万雷帝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结果波塞文诺神父空手而归。

但他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莫斯科与天主教会联合是无法直接实现的。因此当他回到立陶宛后，改变了

自己的主意，那就是先使立陶宛罗斯与罗马天主教会联合，然后通过这个联合再将莫斯科罗斯与罗马天

主教会联合。波塞文诺神父在波兰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中间广泛宣传这个思想。

基辅都主教区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但牧首对这个教区的管理实在太弱了。因此，在波兰共和

国，能够对东正教徒起到保卫作用的只有东正教贵族。面对东正教会的可怜状况，东正教贵族们也在积

极寻找出路，其中有人认为，东正教与天主教联合可以改变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命运。东正教贵族奥斯

特罗日斯基公爵就坚持这个想法。但他当初所设想的教会合并不是向天主教会的妥协，而是双方都需

要的、在平等的基础上所实现的联合。在他看来，这种联合不能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而且整个东方教

会都应该参与这种联合。当然，这是个十分理想化的方案，至少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公爵的愿

望是良好的，就是要使波兰共和国的东正教徒摆脱受排挤的状态。"$世纪’)年代末至()年代初，奥

斯特罗日斯基公爵就教会合并问题积极地与天主教会和波兰政府磋商。他曾就这个问题与国王谈过，

与教皇使节交流过意见，多次与耶稣会士波塞文诺神父讨论。

东正教徒在波兰共和国遭到来自天主教和新教两方面的排挤，处境极其艰难。这里的东正教主教

和神职人员不但没有捍卫东正教，没有帮助自己的教民摆脱困境，相反，他们却因自己的道德堕落而动

摇了东正教会的根基，扰乱了教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相互指责，矛盾激化。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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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指责信徒无知、信仰不虔敬；平信徒则说主教和宗教界都是些放荡的人，肆意侵吞教会财产。信徒

揭露主教们道德的堕落（如犯重婚罪的主教仍然主持礼拜仪式）。平信徒已不再信任自己的主教，为了

保卫东正教，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各类宗教团体。!"#$—!"%&年间，在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的领

地上，如卢茨克、图洛夫、弗拉基米尔等城市成立了许多宗教团体。!"%’年在维尔诺成立的宗教团体影

响最大。到!#世纪初，几乎每个教堂和修道院都有一个宗教团体。起初，宗教团体只是收集奉献，后来

逐渐地开始干预自己教区内部的宗教生活，决定教区内部的一些重要问题。宗教团体与主教们之间的

冲突已经公开化，其尖锐程度从宗教团体的章程中可见一斑：“如果主教违法教规，不按照使徒和教父的

规范领导教堂，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反对这个主教，把他当作这里的敌人。”这个规定表明，平信徒可以

监督主教的行为，主教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波兰共和国的东正教主教不但由国王和贵族摆布，而且还要受自己教民的限制。政府和教民成了

主教们的包袱。作为东正教的最高管理者，主教们既得不到政府的庇护，也得不到教徒的信赖。君士坦

丁堡牧首完全站在了教民的一边。因此，东正教主教们陷入到十分尴尬的境地。耶稣会士再一次轻松

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宣传天主教，这次的对象是东正教主教。耶稣会士支持主教们反对宗教团体，反对东

方教会的牧首，把牧首贬低成苏丹的奴仆。他们还向东正教的主教们展示了天主教主教的辉煌地位，天

主教信徒不但绝对服从主教，而且有许多主教在议会里任职，地位显赫，有权有势。这一切非常令东正

教主教们羡慕，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宗教团体的章程和活动获得了东方各教会牧首的支持。因为东方牧首们也意识到从俄国分离出去

的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他们开始关注这块土地，加强对这里东正教徒生活的监督

和监护。君士坦丁堡牧首叶列米亚（!"#$%&）二世于!"%%年去莫斯科，将都主教约夫提升为牧首。在

返回的路上，叶列米亚二世经过立陶宛。他积极支持这里的宗教团体的活动，对宗教团体的章程给予认

可，对宗教团体成员在维护东正教纯洁性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肯定，并以公文的形式正式赋予宗教团体

以独立于主教的权利。

叶列米亚二世到立陶宛来决心整顿这里的东正教会的秩序。正是叶列米亚二世的一系列措施促使

基辅都主教区的主教们行动起来。在牧首离开不久，他们就决定每年的(月份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

议，商讨和解决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教会合并思想在这里悄然复活了。第一次宗教会议于!")&年(月

$&日在布列斯特召开，主教们在会上探讨了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遭受打击和迫害的状况，基本上取得

共识，即认为问题出在东正教会内部，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有四位主教决定采取极端措

施，暗中进行一场阴谋。他们秘密地签署一份文件，其核心内容是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与天主教

会联合，但要求保留东正教会的礼拜仪式。这四位主教是：卢茨克主教基里尔·捷尔列茨基、利沃夫主教

格杰翁·博洛班、平斯克主教列昂季·佩利钦斯基和霍尔姆斯克主教季奥尼斯·兹比鲁伊斯基。都主教米

哈伊尔没有签字。他不知道有这个文件，还是他故意没有签字，不得而知，另外两位主教没有出席会议。

签署文件的四位主教各有难言之苦，格杰翁·博洛班正与利沃夫宗教团体闹得不可开交，他更多地出于

愤怒而走上了这条路，其他三位主教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担心遭遇前都主教奥尼西福尔·杰沃奇卡的命

运，因此提前下手。平斯克主教列昂季和霍尔姆斯克主教季奥尼斯都是结过婚的人，宗教团体控告他们

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对东正教主教位置来说，这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主教们没有公开宣传教会合并思想，特别是不敢在东正教徒面前流露这个意思，因为这会激化信徒

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波兰共和国国王西基兹蒙德三世（!"%#—!(*$年在位）起初没有立即公开表达自

己对待教会合并的意见，因为他担心这样会得罪东正教徒，其尚未稳定的政权还需要广大东正教徒的支

持。!")$年，国王才开始公开支持教会合并，并许诺给予教会合并的主谋们以保护，赋予合并后的东正

教主教与天主教主教以同等的政治地位。!")’年，在基里尔·捷尔列茨基主教的倡议下，格杰翁主教、

季奥尼斯主教和佩列梅什利主教米哈伊尔来到了索卡利（’()*+,）秘密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一个文件，

制定了教会合并的条款。在合并教会的历史上，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兹引用其核心部分如下：

“我们请求国王用法令保卫我们及我们的主教区，永久确立以下条款：

!+保证永远不破坏我们教会的任何礼仪和仪式；

$+保证俄罗斯主教教堂、修道院及其财产不受侵害，根据老传统，整个宗教界应该处在主教们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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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祝圣和牧养之下；

!"保证所有教会事务和礼拜不受任何人的干涉，无论是宗教界，还是世俗人士，一切宗教活动均按

旧历进行；

#"希望国王恩准我们进入议会，允许我们在拉达（参政院）里有自己的席位；

$"保证可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牧首对我们的诅咒既不伤害我们，也不伤害我们的宗教界；

%"保证来自希腊的修士不再对我们实行任何统治，他们到这里只是为了剥夺我们的财产，我们完

全可以把他们称为间谍；

&"取缔（东方）牧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我们这里赋予给宗教团体的委任书和特权，以及在平民中

间为各种事务而赋予的委任书和特权，异端和教派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保证每个新当选的主教都由基辅都主教祝圣，而都主教则由所有的主教选举产生，然后获得教

皇的恩准，但不再交纳任何费用；

("国王应该签署命令为我们确立所有这些条款，一份命令用拉丁文，另一份用俄文；

)*"国王应该协助争取罗马教皇恩准这些条款，国王应该保证我们享有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大主教、主教、高级僧侣和全体罗马神职人员一样的自由。”［)］
（+%!%）

在基里尔·捷尔列茨基主教的劝说下，都主教米哈伊尔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并在补充了自己的意

见之后，把这份文件递交给国王。在这些条款中，绝大多数涉及的是主教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教会的

法规，更没有触及任何神学方面的问题。

在少数几位主教的积极活动下，教会合并的思想在其他主教之间逐渐获得了支持。到)$(#年底，

几乎所有的主教都接受了这个思想!。)$($年(月)#日，波兰国王向自己的国民宣布支持东正教徒与

天主教会联合。随即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受国王委托，带着庞大的随行队伍出发去了罗马。经过

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年))月中旬他们来到了罗马。罗马教廷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梵蒂冈的

专家们对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带来的一系列文件进行认真研究，以便做出答复。)$($年),月,!
日，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年在位）和罗马高级主教们举行盛大仪式，正式接受了东正教徒的

合并请求。基里尔和伊帕季主教跪在地上，亲吻教皇的靴子，表示臣服。伊帕季用拉丁文，基里尔用斯

拉夫文宣读了信经，并在佛罗伦萨会议和托兰特会议的文件上签了字，表示承认这两次会议的决定。这

两位主教完全承认教皇的绝对统治地位，表示愿意投入罗马的怀抱，唯一要求是保留自己东方的礼拜仪

式。教皇欣然对他们说：“我不想统治你们，只想承担你们的重负。”［)］
（+%%!）所有随行人员一一亲吻教皇

的靴子后，仪式结束。

)$(%年)月,)日，教皇克莱门特八世签署一份关于教会合并的文件，文件最后说：“依据本协议，

我们接受尊敬的兄弟都主教米哈伊尔和其他俄罗斯主教以及全体教士和居住在波兰国王领土上的俄罗

斯民族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他们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成员。为了见证我们对他们的爱，依据使徒的恩

赐，我们允许他们（合并派信徒）在举行圣礼和其他神圣仪式时履行自己所有神圣礼仪，只要它们不违反

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和信条，不妨碍与罗马教会的交往。”［)］
（+%%!）

尽管在波兰共和国教会受国家控制，国王直接干预教会事务，但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合并问题毕竟是

纯粹教会的事务，因此，应召开宗教会议，以通过在罗马签署的教会合并的一系列文件。国王主动建议

都主教米哈伊尔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议，并对参加会议的人员提出了要求，即以波兰天主教徒和已经

同意转向罗马教会的东正教徒为主，那些不接受合并教会的东正教徒可以参加会议，但人数不能多，不

能成群结队地进入会场，以免发生骚乱。都主教决定于)$(%年)*月%日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议。

其实，这次会议是形式上的，因为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因此，会上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不支持教会合并

的东正教徒的声音在会议上不能出现，否则会议就失去了意义，甚至会出现混乱。以奥斯特罗日斯基公

爵为首的反对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决定选派代表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年)*月%日早晨%点，天主教徒、合并派信徒和国王的代表秘密地聚集在布列斯特尼古拉教

·&*)·

! 只有波洛茨克主教纳法奈尔（"#$#%#&’）还在犹豫，但这位行将就木的主教的意见对教会合并的进程已没有任何影响，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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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开会，这是布列斯特主教大教堂，其他教堂都被布列斯特主教伊帕季给关闭了，以防反对教会合并的

东正教徒自行举行会议。教会合并会议在当天就结束了全部工作，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只

是表决通过教会合并的决议。会议决定接受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在罗马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对

放弃合并教会思想的两位主教进行了绝罚，即格杰翁主教和米哈伊尔主教，此外还绝罚了所有不接受合

并教会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会议请求国王对遭到绝罚的神职人员予以撤职，让合并派信徒取而代之。

当反对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得知无法进入尼古拉教堂参加会议后，立即决定单独召开自己的会议，

地点选择在新教贵族赖斯基（!"#$%&#）的私人住宅里，因为东正教堂都被关闭了。参加会议的代表有

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东方两个牧首代表（即君士坦丁堡牧首代表尼基福尔（’&%&()*），亚历山大牧首

代表基里尔·卢卡利斯（+&*&,,-.%"*&$）），还有两位放弃教会合并思想的主教，其余为神父和平信徒

代表。会议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代表尼基福尔主持。根据东方教会传统，此次会议代表分为两个部分，一

个部分由具有高级神职的人组成，另一部分是由堂区神职人员代表和世俗代表组成。与会者旗帜鲜明

地反对教会合并，号召广大东正教信徒坚决抵抗教会合并，维护东正教的独立地位。会议一致认为，合

并派主教们的行为是对东正教会的背叛，他们应该受到教会的严惩。此外，没有东方教会地方宗教会议

的决定，合并派会议是无效的，这样的教会合并是不合教规的，对任何人都是没有约束力。会议采取了

相应的措施，即对合并派主教进行了绝罚，也给国王去信要求对遭受绝罚的合并派主教予以撤职，让东

正教神职人员取而代之。

这样，关于教会合并问题，同时进行两个会议，一个是以天主教徒、合并派信徒和耶稣会士为一方的

赞成派，另一个是以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为首的反对派。双方在会议期间曾经多次交涉，但没有取得任

何结果。两个宗教会议都在!"月#日结束。教会合并完全符合波兰共和国国王的意愿，!$#%年!"月

!$日，他宣布合并派合法，将受到国家的保护。反对派会议的一切要求都遭到国王的拒绝。接受教会

合并的东正教徒按照波兰语被称为“合并派”（./&0），他们的教会被称为“合并派教会”（./&"1$%"0
23*%)45）；而没有接受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则被称为“反合并派”（637./&"18或*"7936&/3//83）。

!$#%年发生在波兰共和国的教会合并，标志着天主教对东正教的胜利。因为加入合并教会的东正

教徒服从了罗马教皇，承认了天主教的教义，这是东正教会的最大失败。在国王和政府的支持下，合并

教会在波兰共和国领土上开始推行，不接受合并教会的东正教徒遭到长期的和残酷的迫害。不过，合并

派信徒的命运也是悲惨的。他们成了波兰和俄国各种冲突的焦点，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复杂关系

的焦点。合并派问题至今还是改善罗马天主教会和俄国东正教会之间关系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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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教会走向独立的同时,其内部发生了分裂,产生了两个独立的都主教区.分裂原因主要集中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方面.

5.期刊论文 程娟.葛亮 基督教教派概览 -考试周刊2007,""(13)
    本文主要介绍基督教主要教派,以了解西方宗教知识,掌握英美国家文化促进英美文学学习

6.期刊论文 郭增麟 俄罗斯的天主教 -当代世界2002,""(8)
    俄罗斯盛行东正教.在1.4亿俄罗斯人中,信奉东正教的人口有一亿多.由于意识形态关系,苏联解体前,总的来说,宗教是受压抑的.尽管如此,东

正教的存在还是合法的.苏联解体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崩溃了,于是东正教意识形态空前活跃起来.然而,在俄罗斯还有天主教,信奉者也有约250万

人(一说仅100万人),其中84万德国人,20-30万波兰人,其余就是立陶宛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在萨哈林地区还有朝鲜人.一些知识分

子在<新消息报>发表文章指出:"天主教也是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共同宗教".但是,总的来说,俄罗斯反对天主教.

7.期刊论文 国春雷 蒙古入侵期间罗斯东正教会拒绝与天主教会合并的原因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0,42(3)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国家乘蒙古人入侵基辅罗斯之机,企图合并罗斯东正教会.由于教皇无意于反蒙援罗、十字军对罗斯西部领土的侵犯、

蒙古人对天主教国家与东正教国家的不同政策、尼西亚东正教会对基辅罗斯的宣传与影响,罗斯人最终拒绝了教皇的教会合并请求.

8.期刊论文 靳环宇.刘军 魏源与天主教 -青海社会科学2003,""(6)
    在魏源的著作中,他对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的概念区分得甚为明晰.如称基督新教为"波罗士特"(Protestant),称天主教为"加特力

"(Catholic),称东正教为希腊教.由于魏源使用"天主教"一词最为频繁,且专著有<天主教考>,所以笔者在行文过程中,除引文之外,以使用"天主教

"概念为主.

9.期刊论文 杨建萍.敖佳勇 谈塞尔维亚信奉的东正教圣诞节 -文学与艺术2010,2(2)
    塞尔维亚地处东欧,很多风土人情与欧洲的其它地区有所不同,例如,塞尔维亚人所过的东正数圣诞节就是一个例子.一般地,圣诞节

(Christmas),每年12月25日,是教会年历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日.在圣诞节,大部分的天主教教堂都会先在12月24日

的耶诞夜,亦即12月25日凌晨举行子夜弥撒而一些基督教会则会举行报佳音,然后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而基督教的另一大分支--东正教的圣诞节

庆祝则在每年的1月7日.

10.期刊论文 王正泉 普京与东正教 -百年潮2008,""(8)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它与天主教和新教并列为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东正教在俄罗斯已有千余年历史,沙皇时期被立为国教.1897年,东正

教信徒达8730万人,占当时俄罗斯帝国总人口的69.5%.到2007年,俄国内信奉东正教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而海外的东正教信徒还有4800万.2007年

12月12日,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东正教在我国的信徒众多,约80%的俄罗斯居民这样或那样自认为与东正教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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