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马天蚕教与普世教会运动
李瑞虹

从东西教会分裂，到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

的“异军突起”，基督教会在经历了几次大分裂

后并没有避免更多的分歧和教派分离。数百年

内产生的诸多教派，一方面印证了基督教的蓬

勃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彼此间交流的壁垒。

教派林立、教义分歧已然对基督教的传播产生

负面作用，使基督教的传播陷入困境。故此，各

基督教会开始严肃对待持续了几百年的分裂

问题。

自19世纪起，在基督教普世化思想影响

下，不同国家、地域的不同教派之间交流与合

作逐渐增多，甚至出现了不同教会间的整合，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源于基督教新教，倡导

分裂的基督教会重新走向合一的“普世教会运

动”或“普世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s)

应运而生。它通过召开国际性的基督教会议，

使不同地区的基督教领袖彼此认识和沟通，设

立常署的联络机构，制定各种合作计划，共同

促进福音使命或某些基督教理想等。人ff_1尝试

打破教会间的藩篱，消除分歧，实现全体基督

徒的携手合作。

普世教会运动是一个笼统的名称，涉及领

域广泛，但目标只有一个，即促进基督宗教各

教派的合一。在这一运动中，传教事业是最重

要的一个领域。鉴于不同宗派间的分歧对传教

造成的危害，消除矛盾，促进教派在传教工作

上的合作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基督教青年会

是普世教会运动的一个跨教派组织，它活动的

主要领域包括青年工作和基督教教育，这是普

世教会运动的第二个领域。第三个领域称作

“生活与工作”运动，致力于开展基督徒服务和

促进共同伦理行为，在此基础上实行联合。第

四个领域，也是普世教会运动中最棘手的，就

是促成不同教派在信仰与教制方面的沟通，消

除合一道路上的障碍。事实上，早在16世纪，

新教就曾进行过普世性商讨，但在遇到涉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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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与教制问题时这一尝试失败了。为解决普世

道路上的问题，人们提议将“生活与工作”及信

仰与教制这两方面合而为一，成立一个世界性

的基督教协进会，以求更有效地促进普世教会

运动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1948年世界基督教

协进会在阿姆斯特丹宣告成立，来自47个国

家的147位代表参与此会。该协进会除致力于

以上所提的几个领域，还涉及到教会组织合一

以及教派建立世界性团契等问题。

毋庸置疑，对于有着相同信仰根基，却对

之有着不同理解的基督教各教派而言，这一运

动意味着参与者不仅要跨越自然地理与人文

社会的障碍，更需跨越不同教派间的思想屏

障。不过，在基督教世界的合作努力之下，普世

教会运动还是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不菲

的成绩，尤其到20世纪，普世教会运动在基督

教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已突显无遗，不仅吸引了

东正教的参与，更引起了罗马天主教的关注：

最初，普世教会运动主要在新教范围内进行，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东正教也加入进来，

但此时依然不见罗马天主教对这一运动有任

何积极响应，甚至秉持坚决抵制态度。直到60

年代后，尤其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才

出现转机，对话与合作的意向在罗马教廷中渐

渐趋向明朗化。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罗马天主教

会一直保持着对其他基督教会的“俯视”。1928

年，《论世俗事物》通谕宣称促进实现基督教会

合一的唯一途径是“帮助那些脱离‘基督的唯

二-真正教会’的入回归这个教会”，而这个唯一

真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会。这一通谕还要求其

他分裂的教会要像相信基督的道成肉身那样，

按梵蒂冈公会议规定的意义相信罗马天主教

皇永无谬误。就是这样一种毫不妥协、拒绝协

商的态度成为天主教会参与普世教会运动的

最大障碍。这种状况直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

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才得以改变。

1962年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天主

教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宗教会议，它将罗马

天主教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赋予它更多的发

展机会。在这次会议上，天主教会在神学、礼

仪、教会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了诸多革新。当

然在这些革新举措之中，也包括改善与其它教

派的关系，从而促进基督教会的合一。这次会

议把推进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一作为会

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今天全球的许多地区，

因圣神恩宠的推动，许多人用祈祷、言语、行

为，努力奋勉，以达成基督所愿的圆满的合一，

因此，本届神圣会议劝告一切公教信徒，认识

时代的特征，殷勤的参加大公工作。”从此天主

教会对普世教会运动的态度发生转变，由抵制

到号召天主教徒积极参与。这一转变不仅显示

出罗马天主教廷对普世教会运动的肯定，同时

也包含了天主教会的自我反省。

罗马天主教会对普世教会运动的积极回

应首先表现在对该运动以及其他教派观念的

改变。首先，天主教会重新界定了分裂责任，承

认分裂是由双方面的罪过造成的，“在这个天

主的唯一教会中，于其开端始已有分裂的现

象，圣保禄宗徒对这些分党分派曾予以严厉的

申斥；嗣后的几世纪中发生了更多的纷争，有

规模不小的团体与公教会失去了完整的共融，

对于此事，有时双方都不能辞其咎。”经过几百

年的争论，天主教终于把自己与其它基督教会

放在了平等位置之上，这为不同教派间的交

流、合作提供了机会。其次，天主教会对罗马教

会之外的基督徒的评价发生转变，称他们为

“独立的教会和会众”，由此减少了因强调天主

教会的唯一合法性、否定其他教会所引起的抵

触情绪，这最终使天主教与其它教会间的对话

和协商成为可能。除此之外，梵蒂冈第二届大

公会议在探讨天主教会与其他教会时，已不再

强调前者的惟我独尊，而是本着公平与坚持真

理的原则，努力消除破坏“分离弟兄”感情的判

断、言语、以及行为，减少因其引发的矛盾与冲

突，进而消除改善相互关系道路上的障碍。同

时提倡由各教会或团体选派经过训练的专家，

在基督徒聚会中以宗教精神进行交谈，就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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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经教会权威

的许可，与分离的

弟兄们合作翻译

《圣经》，供所有基

督徒使用。”由此

可以看出罗马教

廷已经允许天主

教徒使用主要由

新教学者翻译的

修订版标准《圣

经》，这一举措对

促进天主教与新

教之间的交流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在对普世教

问题展开对话，从而增进彼此间更深层、更准会运动给予充分肯定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

确的了解，做出对彼此的客观评价，减少误会议对天主教会如何投入到这一运动、并在实践

与分歧，寻找合一的最佳途径。 中发挥作用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一，教会的更

罗马天主教对普世教会运动的回应在神 新。通过教会改革促进基督教会合一。例如，前

学方面的表现则是，教廷深感传统中的“教会 面提及的有关《圣经》的种种变化；又如，在礼

之外无救赎”的思想与日趋多元化的当代社会 仪方面，在弥撒中广泛使用本地语言；还有在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况且人类信仰本身 教理的讲授、传教、修会生活的新方式以及教

就具有的复杂多样，加深了这一古老信条的 会在社会事业方面的理论和行动的革新，都在

“自我封闭性和明显排外性”，造成了天主教与 推动着合一的发展。其二，内心皈依。会议特别

外界的隔绝，也成为普世合一过程中很难逾越 强调了内在的皈依对合一运动的重要，如果缺

的障碍。为此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期 少内心的皈依，就相当于缺少了凝聚力，没有

间，罗马教会提出普世救恩的神学观念，认为 了集合基督徒在一起的凝聚力，谈何合一?所

只要世人做到爱人如己，就可得到上帝的救 以“谁愈尽力遵照福音度更纯洁的生活，谁就

赎。如此一来“教会之外无救赎”与“因信成义” 愈能促进并实行基督徒的合一。因为凡与天

的争论得以缓和。 父、圣言及圣神结合得愈密切，就愈能更深切

同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制定的关于 和更容易地增长相互间的兄弟友爱。”其三，联

神学教义的基本文件之一《关于天主的启示教 合祈祷。《大公主义法令》告诫信徒达到内心的

义宪章》，吸收了许多对普世教会运动起促进 皈依后，再配合为基督徒合一的公私祈祷，这

作用的有关“启示”及其传达的学术思想，抛弃 被视为促进合一的灵魂所在。在某些特殊情况

了早先只将《圣经》和圣传当作“启示的来源” 下，例如在为合一而召开的祈祷会上，不仅允

的看法。宪章结束部分还指出让一切信徒可以 许天主教徒祈祷，同时也鼓励与天主教徒外的

阅读适合的《圣经》译本十分重要，“因为天主 基督徒“联合祈祷”。这样的“联合祈祷”，被认

的话应当提供给各个时代。．．．⋯但愿能有机 为是获得合一圣宠的最有效的途径，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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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信徒与“分离弟兄”仍然联合在一起的

真诚表现。其四，增进了解。会议强调尽可能了

解其他基督教会的历史、神修、生活、礼仪、宗

教心理和文化等，只有充分的了解，才可能避

免冲突。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

举办讨论神学问题的集会，在交流中彼此了

解。第五，在神学及其它涉及到历史的学科传

授中，兼顾普世教会运动的观点，做到客观，准

确。尤其是在编著神学时，对可能引起天主教

会与其他基督教会发生争议的神学问题要更

为注意。第六，改进表达信仰的方式。在信仰

方面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不恰当的表达会成为

互相交流的阻碍，引发矛盾。因此一定要采取

对方能完全了解的方式与措辞。第七，积极与

其他基督教信徒合作。诸如业已展开

的在正视人格尊严、推动和平进程、

福音传播等领域相关活动，以及运用

宗教手段减少现代社会问题，例如饥

荒、贫富分化等。天主教会希图通过

这些方面的合作联合全体基督徒，彼

此尊重，增进了解，为合一铺平道路。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普世

教会运动所做出的回应，极大促进了

天主教与其他教会关系的发展。虽然

天主教仍没有放弃罗马天主教会是

唯一真正教会的观点，但是重要的一

步毕竟已经迈出了。之后天主教徒与

其他基督徒的频繁合作成为普世教

会运动迅猛发展的一大动因。1956

年，罗马教廷的基督教合一秘书处和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组织成立了一个

联合工作组。罗马天主教也开始正式

派代表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下设

的信仰与典制委员会，并着手讨论罗

马天主教会正式加入世界基督教协

进会的可能性。在美国，全国基督教

协进会和普世教会运动与跨宗教事

务主教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

组。这个主教委员会负责组织天主教

徒和其他教派(浸会宗、基督会、圣公会、路德

宗、循道宗、归正宗和长老宗、东正教会)代表

就神学问题所展开对话。许多天主教教区或主

教区都陆续加入了当地的教会协进会。在地方

一级，天主教平信徒和其他教派的平信徒之间

的对话也在进行中。

天主教积极参与普世教会运动，与其他教

会建立坦诚的新关系，不仅推动了普世教会运

动，就其自身而言也适应时代变换实现对教会

的完善，为天主教会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更广

阔空间；同时，受基督教普世运动的影响，世界

其它宗教间的对话和交流也得到促进，为宗教

间实现和平对话提供了积极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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